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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和国家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于劳动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高等学

校作为劳动教育开展的关键性前沿阵地，在培养目标、人才基础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和条件，亦有

其独特的实施路径。创新创业作为高校劳动教育的出发点和重要目的，同时也是劳动教育开展的重要

途径和检验其成效的重要标准，是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切入点。高校应明确创新创业在劳动教育

中的角色承担，践行劳动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把握培养过程的整体性，并探索培养方式的多样性，

提升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其诚实劳动意识，培育他们的奉献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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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就开始了对劳动

教育的探索与推广，从早期参考苏联经验到逐步

摸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劳动教育模式。党和国家

对于劳动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各学段的劳动教育开展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劳动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充分强调劳动教育对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意义，提出全面构建体现

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着力提升劳动教育支撑保障能力，切实

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1]。2020 年 7 月教育部

出台《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

简称《纲要》)，在《意见》基础上，对于不同学

段劳动教育的开展路径、关键环节和评价体系等

提出针对性的指导要求和意见。在普通高等学校

劳动教育的开展上，《意见》和《纲要》都肯定

了创新创业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强调普通高校

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注重围绕创新创

业，结合学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积累职业经验，培育创造性劳动能力和诚实守信

的合法劳动意识。创新创业的开展作为高等学校

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区别于其

他学段劳动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2]。 

    二、高校劳动教育的特殊路径选择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

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劳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

学段，涉及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大中小学、

职业院校都需要将劳动教育作为重要的人才培

养目标，融入教学评价体系，长期坚持落实。但

不同学段、不同学校劳动教育的开展必须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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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培

养目标和教学条件等方面，探索适合其自身的有

针对性的实施方案，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

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普通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阶段的最后一环

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在劳动教育开展

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基于自身的特殊性，

其劳动教育的开展与其他学段相比有着不同的

路径选择。 

    (一) 高校与中小学劳动教育开展差异 

    基于时间段或年龄段带来的学生层次的不

同，高校与中小学在劳动教育实施中有着不同的

路径。 

    从学生层面而言，高校学生与中小学生有着

三个方面的不同。其一是最根本的，即体力方面

的不同。劳动教育不同于德智体美等其他教育内

容，对于学生的体力有一定的要求。基于年龄而

带来的体力上的差异，使得中小学生主要以家庭

和学校为劳动半径，从事家务、校园活动等轻体

力劳动为主，高年级中学生可以尝试参与部分社

会服务性公益工作和实习活动，更加强调劳动教

育的体验性和兴趣的培养。而高校学生则可以将

劳动教育的半径延伸到社会更多行业和领域，从

事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支援条件艰苦的地区，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注重劳动教育的服务性和

内容开展的挑战性，从而在砥砺自我中不断实现

个人价值。其二是智力方面的不同。中小学生尚

处于知识的积累阶段，要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

逐渐认识劳动的内涵和意义，从家务劳动到简单

生产劳动，逐步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提升劳动

能力，注重劳动教育的学习性和进阶性。对于高

校学生而言，一方面得益于中小学阶段的知识储

备，使他们处在进入社会的前沿阶段，具备更高

的知识技能，可以从事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和更

广泛领域的劳动；另一方面，随着高校专业的划

分，使他们得以依托专业开展相应的生产与服

务，凸显劳动教育的创造性与专业性。其三是法

律责任方面的不同。中小学生基本都在 18 岁以

下，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这限制了其参与更多社会生产与社会服务的

可能，但亦是法律对其进行的有效保护。学生进

入高校后，基本已经是或在短时间内将成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在社会中接受劳动教育，

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养成责任意

识，从而使得高校的劳动教育更加具有法律属性

和社会意义。 

    从学校层面而言，高校和中小学也有着几方

面的不同。首先，针对中小学生和高校大学生的

培养目标不相同。中小学生正处于价值观逐渐形

成、知识不断积累的阶段，学校和家庭要引导其

了解劳动教育，对劳动形成正确的认知，培养科

学的劳动价值观，从小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劳动意识。故而，针对中小学生

的劳动教育要以助力学生的成长为导向。高校学

生的三观基本定型，开始按照不同专业进行有针

对性的培养。高校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与

选择，帮助其开阔视野，为其主动参与学校劳动

和社会劳动创造良好的条件，更多要以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其次，中小学与高校的培养

空间存在较大差异。中小学的校园环境以封闭和

半封闭为主，学生能够接触到的社会资源有限。

这也是年龄因素所决定的。学生劳动教育的开展

更多要从家庭与学校出发，将家务及校园建设与

中小学劳动教育充分结合。高校主要是开放式的

学习环境，其本身即要拥抱社会，从社会获取资

源与支持，同时向社会输出人才与服务，为学生

的创新创业、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等社会活动创

造更多的条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最后，高校

与中小学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不同。这是基于不同

培养阶段的正常差距。中小学的劳动教学资源主

要集中在卫生建设、环境保护、手工制作等方面，

师资以基础理论教师为主，而高校一般具有相对

完善的实践场所和器材等，师资的社会属性更

强，使得高校学生能够在充分利用学校资源的基

础上，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

运用，提高其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

决问题的能力，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有价值

的物化劳动成果。 

    (二) 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劳动教育开展差异 

    基于效应度即培养目标的差异，普通高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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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开展劳动教育时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

相较于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更加强调学生的

技能学习与实习实训，而实践性是劳动教育的基

本属性，故而职业院校在劳动教育的开展中有一

定的优势，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劳动参与机会，

从而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劳动自豪感。普通高校

则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条件，扬长避短，深入进行

劳动教育的专业调研和方案设计，探索认识与实

践相结合的新模式。再者，职业院校的宗旨是为

社会输出各领域的技术型人才，在劳动教育的开

展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导向，提升学生的专

业技能水平。而普通高校更加强调科研属性，要

求在理论研究层面更加深入。职业院校劳动教育

的开展要提升创意物化能力，培育不断探索、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

态度，还要形成劳动不分贵贱，以及任何职业都

很光荣、都能出彩的认同意识。而普通高校更加

注重创新精神，着力培育学生的创造性劳动能力

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二者是从不同的侧

面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劳动教育，培育社会需要的

各类人才。 

    三、创新创业在高校劳动教育中的角色承担 

    基于在学生和学校等层面的差异，决定了高

等学校的劳动教育在落实国家教育方针、弘扬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础上有着特殊的选择，而创

新创业正是高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的重要切入

点。《意见》指出“高等学校要注重围绕创新创

业，结合学科和专业积极开展实习实训、专业服

务、社会实践、勤工助学等，重视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

问题，使学生增强诚实劳动意识，积累职业经验，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纲要》则强调“强化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

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积累职业经

验，培育创造性劳动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

意识”。党和国家将创新创业在高校劳动教育中

的角色承担提升到基础性、核心性的地位，不仅

将之视为劳动教育开展的组成部分，更是发挥决

定作用的部分。这既体现了国家对于创新创业与

高校劳动教育关系认识的深化，亦与近年来对创

新创业的大力弘扬与支持是分不开的。2014 年，

李克强总理首次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号召，2015 年“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社会掀起一股“创

业热”。党和国家根据时代与经济的发展，及时

出台一系列针对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强调创新

创业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和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创新创业向更大范围、更

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进，同时，对于高校的创新

创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强化对学生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鼓励其参与创

新创业实践[3]。此次在劳动教育的实施纲要中提

出，高校要注重围绕创新创业开展劳动教育，既

为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亦是对如何

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工作的重要考量，是新时代

五育育人方针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案的

战略交汇点。高校要充分厘清创新创业在劳动教

育实施中的角色承担，培育学生树立良好的劳动

精神风貌、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和充分的劳动技

能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使之成为合

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 创新创业是高校劳动教育的重要目标 

    将劳动教育提升至与“德智体美”育人同等

重要的地位，全面部署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是

党和国家将劳动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重

要内容的认识深化，同时亦是对当前存在的由于

劳动教育缺失产生的突出问题的科学应对。劳动

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具备必要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

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但一方面，当前学生

偏好脑力劳动，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动手能力缺

乏的问题比较普遍。这既是理论课程挤压学习时

间之故，亦是惰性心理使然[4]。劳动教育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业性。创业不能被狭义

地理解为创办公司，还包括创建团队、创造项目

等，它强调的是一种创造性，通过劳动教育的开

展，使学生能够具备一定的创造力，大到运营公

司，小至工艺制作，通过学习、体验、训练、创

造，实现学生创业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尽管

学生偏好脑力劳动，但又存在思维固化、不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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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的问题。创新思维的不足，不仅影响学生个人

的成长和发展，还进一步影响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故而要通过劳动教育的开展，引导学生树立

创新意识，打破思维的桎梏，敢于探索新的领域，

善于寻找新的方法，实现创新素养的提升。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

重要目标，亦是高校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5]。劳

动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培

养奋斗创新的精神，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增强社

会竞争力。 

    (二) 创新创业是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

途径 

    劳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不仅包括劳

动实践，还包括劳动理论教育。在科学的理论指

导下方能有效开展实践活动，而创新创业理论教

育是高校劳动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6]。在实

践方面，创新创业本身即是生产劳动或服务型劳

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以师生共创项目为例，师生

在高校实验室内通过反复试验开发新技术或新

产品的行为，均属于生产劳动。他们在实验过程

中的准备、操作和检测等，均属于生产劳动的过

程。而文科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多归于旅游、餐

饮等服务型行业，他们通过经营获得利润，从而

实现个人经济的自主，其对于项目的经营即属于

服务型劳动的过程。无论项目的核心竞争力强

弱、科技含量高低，大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

中均走出了课堂，流淌了汗水，体会了劳动的艰

辛，亦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从而有助于其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的形成。同时，创新创业是专业教

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重要实现形式。针对当前

学生专业教育与实践脱节、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

脱节的问题，同时落实“结合学科、专业特点，

在各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的新要

求，高校引导学生开展或参与依托专业领域的创

新创业实践，既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亦是推

动学生专业能力提升与劳动精神培养的重要举

措。再者，劳动教育的开展不可能固步自封，停

滞不前，需要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为学生劳动素养的提升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创新创业正是推动劳动教育发展的动力来源，在

创新创业开展过程中实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

艺、新方法的运用，带动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推动新一轮劳动教育开展，同时创新创

业本身带来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又激励学生

不断提升劳动素养与劳动能力。 

    (三) 创新创业是检验高校劳动教育开展成

效的标准 

    《纲要》指出要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以劳动教育目标、内容要求为依据，

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健全和完

善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鼓励、

支持各地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开展劳动教育过程监测与纪实评

价，发挥评价的育人导向和反馈改进功能。劳动

素养评价是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参考，亦是

学生评奖评优和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同时，劳

动教育是不同于“德智体美”教育的有着自身独

特性质的新型教育模式，评价标准应当兼顾客观

性和灵活性。高校可以将创新创业作为评价劳动

教育的标准或方式之一。首先，创新创业过程和

结果是评价劳动教育过程和结果的重要依据。劳

动教育成果的评价要兼顾过程和结果，对于虽然

未能取得成功的项目，但是学生在过程中展现出

奉献与敬业精神，体现了团结意识和创新能力

的，学校也应当给予其较高评价。其次，创新创

业素养的高低是劳动素养和能力评价的重要方

面。劳动教育旨在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具备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学生在参与创新创业过程中所体现

的创新力和创造力，以及基本的创新创业观是劳

动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进行评价亦构成

劳动教育评价的重要方面。最后，创新创业实践

成果可以直接或转化认定为劳动教育的成果。我

们认为，允许大学生使用创新创业成果进行学位

论文答辩，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升级的重要

内容[7]，而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开

展途径，亦应当建立健全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相

关机制。这既是对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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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落地或取得积极成果的鼓励，亦是劳动教育

评价标准灵活性的重要体现。 

    四、高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下创新创业的开展 

    创新创业作为高校劳动教育开展的重要目

标、途径以及反馈评价标准，是开展劳动教育的

重要切入点。如何围绕创新创业推动劳动教育的

开展，也是高校区别于中小学与职业院校的特色

所在。创新创业在通常语境下是商业行为，以追

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其作为高校劳动教

育开展的关键部分，不能仅仅追求经济效益，必

须坚持育人导向，强化劳动教育的服务属性。劳

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开

展不是孤立进行的，故而创新创业的切入要强调

与其他教育实践活动的整体协调性。而劳动教育

评价标准的综合性、灵活性亦为通过创新创业助

力人才培养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可能性。 

    (一) 践行劳动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 

    1. 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国家社会发展 

    首先，高校应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

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

和服务性劳动，积累职业经验，培育创造性劳动

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合法劳动意识。重视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运用，提高在生产实

践中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动手

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有价值的物化劳动成果。这就

要求高校要引导学生坚持问题导向，要紧跟科技

发展和产业变革，能够发现制约国家社会发展的

问题，瞄准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具有长远意

义的关键领域，充分利用高校自身的科研优势，

开展长期的、针对性的创新创业实验、实习、实

践。其次，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勇气，充分发扬艰

苦奋斗的精神，认清高科技前沿领域的创新创业

实践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做好短时间不盈利、长

时间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和厚积薄发的创新积

累，在创新创业实践的过程中努力学习更多劳动

知识、掌握更多技能，领悟劳动的意义与价值，

发扬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最后，

更要强调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祸患常积于忽

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容

不得任何环节的粗心大意，个人的成长成才亦要

一丝不苟。这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劳动教

育的基本要求。 

    2. 树立帮扶意识，服务乡村和西部振兴战略 

    首先，将劳动教育的开展与国家的乡村和西

部振兴战略相结合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乡村和西部振兴工作的

开展尤其需要创新创业的支持。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无论是西部相对落后地区，还是贫困县

乡的共同富裕[8]，国家的资金支持只是推动发展

的外因，最终必须依靠自身产业建设这一内因才

能实现持续发展。高校应当依托自身的资金、科

研和人才等优势，充分鼓励与支持学生，尤其是

来自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让他们在对当地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发展地方产业，充分带动就业，

让学生在服务当地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同时

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其次，要因地制

宜，即创新创业要结合地方特色。相对落后地区

有自身的条件和优势，也有着自然与社会等方面

的制约因素，只有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方能扬长避短，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如第五届全

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赛道最具人气奖获得者(来自新疆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的红钻梦想新疆野生西梅全产业

链扶贫项目)和银奖获得者(来自北部湾大学学生

的高酚富硒山茶油)，都充分利用了新疆与广西的

特色条件，将自然优势发展为经济优势，既实现

了脱贫攻坚，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3. 保持赤子心态，回馈劳动教育开展 

    参与创新创业，能够让学生对劳动教育形成

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

汗，利于培养其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

品质。创新创业的成果不仅为个人带来经济利

益，亦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创新创业项目成功

后，学生要有饮水溯源之心，积极与学校、社会

分享自己的成功，为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资

金和平台等进一步的支持，推进高校劳动教育不

断转型升级，迈向更高的台阶。同时，要发挥榜

样的引领激励作用，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服

务意识。高校亦要积极引导学生从榜样的事迹中

体悟他们的高尚精神和优良品质，明确要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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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劳动实践中努力向榜样看齐；在引领带动

后来者的基础上要注重不断反思与交流，结合自

身在创新创业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围绕劳动价

值的建构，引导学生一起总结，使学生形成反思

的习惯；指导学生思考劳动与社会进步、个体成

长之间的关系，避免停留在简单的苦乐体验上；

组织学生交流与分享劳动的体验，肯定他们的正

确认识，纠正其观念上的偏差；将反思交流与劳

动改进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劳动中获得成长，亦

使得劳动教育能够不断良性发展[2]。 

    (二) 把握劳动教育过程的整体性 

    劳动教育贯穿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因而

在围绕创新创业嵌入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

与其他人才培养目标和育人实践的结合，发挥整

体性效能。 

    1. 打通创新创业教育上下游，构建闭环模式 

    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

出，要“坚持‘五育’(德智体美劳)并举，全面

发展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

体系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仅是劳动教育开

展的重要途径，亦与“德智体美”教育的开展有

着紧密的联系[9]。其一，要将创新创业的基本内

容和要求有机融入“德智体美劳”育人的过程之

中，同时，要将创新创业人文教育、创新创业品

质教育、创新创业奉献教育等内容作为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学生传授[10]，让学生

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三观，形成

创新创业所需要的责任担当。其二，要实现创新

创业教学和实践各环节与“德智体美劳”育人各

进路的有机贯通。如在文艺活动或劳动体验过程

中，将学生的劳动成果投入创新创业实践的生产

或销售环节，使学生能够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的

学习和锻炼，同时，创新创业实践的成果亦可以

用于文体课堂的展示，从而实现各育人领域和课

程环节的联通运行，实现闭环发展。其三，以“德

智体美劳”育人为基础和出发点，探寻创新创业

实践的思路与方向。如对“红色文化”美育和劳

动教育内容进行研究，将之与“青年红色逐梦之

旅”这一创新创业方向紧密结合，探索兼具发展

前景和时代意义的红旅项目运行的可行性。“德

智体美劳”育人课程内容丰富，既蕴含着传统文

化和革命经典，又与时代特色紧密结合，是创新

创业思维的源泉和创新创业实践开展的重要  

方向。 

    2. 打破创新创业实践的外在界限 

    创新创业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

等学生实践活动虽然各有特色和侧重点，但在内

容和开展过程中有着紧密的联系。《意见》指出，

高等学校要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和专业

积极开展实习实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勤工

助学等活动，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

方法的应用，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并再次强

调了创新创业的基础性和学生实践之间的关联

性。其一，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实

践活动的开展应具有创新性，既可以是选题的创

新，亦可以是思路和方法的创新，通过创新的内

容和形式以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创

新创业项目的开展则要注重实践性和社会性，不

仅应当考虑市场的因素，而且要考虑社会效果，

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其二，要注重各实践活动

的一致性。创新创业实践与其他实践活动之间没

有固定的界限，具有创新内容且能够解决实际问

题的社会实践项目、公益服务项目，通过市场参

与亦可以转化为创新创业项目，而创新创业项目

本身亦能解决市场和社会中的痛点问题，在很多

领域具有公益属性。其三，要注重实践活动的服

务性。在落实高校服务地方的政策过程中，要针

对社会和民众所面临的切实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通过创新创业、社会实践、专业服务等的全

面开展，为服务地方汇聚更多的力量。 

    (三) 探索劳动教育培养方式的多样性 

    1. 理论与实践并行 

    劳动教育兼具实践性与理论性。《纲要》提

出，要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普通

高等学校应将劳动教育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主要依托的课程，可在已有课程中专设劳动

教育模块，也可开设专题劳动教育必修课，本科

阶段不少于 32 学时。课程内容应加强马克思主

义劳动观教育，普及与学生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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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劳动科学知识，并经必要的实践体验。创新

创业作为劳动教育开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劳动课

程必须涵盖的重要内容。2019 年 3 月，教育部办

公厅作出了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

部署，国内高校创新创业理论课程体系不断建

构，部分高校的双创课程已相当成熟。创新创业

课程体系的完善是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的重要依

托，不仅能迅速弥补劳动教育课程尚不完善的缺

憾，也为劳动理论教育储备了大量师资，积累了

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利于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深入

理解创新创业在劳动教育中的角色承担，在丰富

劳动理论知识的同时，对于创新创业亦有新的认

识与体会。在教学中，要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

创新创业充分融合，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价值

的源泉，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劳动和劳动

者都应该得到鼓励和尊重；倡导通过诚实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实现人生梦想，反对一切不劳而获、

崇尚暴富、贪图享乐的错误思想。以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指导创新创业的开展，实现创新创业的正

确导向。 

    2. 创新与创业并举 

    创新创业不仅是一个偏重短语，二者更是并

列关系，即创新和创业均有自己单独的表意。创

新的重点在于新，强调的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是从 1.0 进入 2.0，包括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

模式创新等；而创业的重点在于业，强调的是创

办之前没有的事务，即从 0 到 1，包括创办企业、

非营利组织、事业团队等。前者作为高校劳动教

育的重要内容，容易被忽略。劳动教育的本质在

于育人，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创

新创造能力。要关注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体验和

感悟，引导学生感受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

增强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要鼓励学生在学

习和借鉴他人丰富经验、技艺的基础上，尝试新

方法，探索新技术，打破僵化思维，推陈出新。

高校具有相对雄厚的科研基础，具备引导学生深

入开展创新活动的条件。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学子有责任投身国家的创

新事业，为国家和民族的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我们应该明白，并非只有尖端科技的进

步才能称为创新，即使微小的理论研究和简单的

技术进步，都是创新的大厦不可或缺的栋梁[11]。 

    3. 过程和结果并重 

    创新创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结果为导

向的，而结果的取得又往往是曲折艰辛的，使得

许多人望而却步[12]。在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过程

中，国家强调要围绕创新创业展开，肯定创新创

业的重要地位，正是出于过程和结果并重的考

量。尽管创新创业的成功最终只属于少数人，但

劳动教育的实践性在于让学生面向真实的世界，

引导其以动手实践为主要方式，在认识世界的基

础上，获得有意义的价值体验，学会建设世界、

塑造自己，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目的。

劳动教育的开展既重视创新创业的结果，同时亦

肯定参与过程的体验与收获。作为学生能够参与

的最能直面社会竞争压力的实践活动，创新创业

能够让学生对社会有更充分的认识，同时对自身

亦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鞭策自己不断前进，提

高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有价值的物化劳动成

果。无论结果是否成功，只要过程努力，能够达

到劳动素养的提升和劳动能力的增强，都是应当

予以肯定的。 

    五、结语 

    劳动教育的开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部署。高校在科研基础、培养

目标等方面的特色和优势，决定了其劳动教育开

展的特殊性和更多的责任担当，而创新创业正是

其重要着眼点和切入点。创新创业是高校劳动教

育开展的重要目标、重要途径和检验成效的重要

标准，在高校劳动教育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在劳

动教育的框架之下开展创新创业，在追求经济目

标的同时，更要突出其服务属性：始终践行劳动

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把握培养过程的整体

性，着力探索培养方式的多样性。通过创新创业

的落实推进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创造性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累职业经验，提升就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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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

神，树立牢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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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entry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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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 have been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labor education, and put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As 

the key frontier battlefield of labo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pecial requirements and 

conditions in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talent base, and they also have their unique 

implementation path choi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important purpose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labor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standard to test its effect, and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larify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the service nature of labor education training objectives, grasp 

the integrity of its training process and explore the diversity of training methods, enhance the ability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nhance students’ honest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dedication and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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