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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素质培养的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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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和劳动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培养创新型劳动者是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的

重要目标，而培育具有创新素质的学生是高校劳动教育的重要任务。劳动塑造创新精神，锤炼创新能

力，基于创新素质培养的高校劳动教育要融入学校课堂教学、学生第二课堂、学生自我管理、家庭养

成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和学业职业发展中，以达到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  创新教育；劳动教育；育人体系；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6−0075−06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和劳动是历史发

展、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在不断的劳动创

新中创造了新世界。发展动能不仅需要国家创新

驱动，更需要创新人才的推动。高校是人才培养

基地，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劳动者，既是新时代

人才培养目标，又是历史责任和使命。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

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激励广大的劳动

群众争相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1]。在同年的全

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在劳

动态度、劳动认识、劳动实践上，对学生予以积

极引导，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提倡“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使学生“懂得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道理”[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

要论述，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深刻的新时代内

涵，对高校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

了新要求，对劳动教育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提出了

新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  

目标。 

    一、劳动在提升大学生创新素质中的作用 

    人的创新素质，包括突破传统、打破常规的

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人格，以

及想象力、洞察力、直觉力、预测力、善于捕捉

机会的能力等。创新离不开劳动，创新素质的培

养离不开劳动教育。 

    (一) 创新精神在劳动中塑造形成 

    马克思对劳动、劳动精神、劳动价值、劳动

教育有诸多论述，他认为劳动是人们谋生的手

段，是个人获得物质需要的基础。劳动创造了社

会物质财富，同时还创造了精神财富。人性是追

求至美至善、追求彻底自由的，而只有劳动才能

使之达成。人通过劳动作用于客观世界，实现自

我价值和超越自我，得到快乐和满足。劳动不是

简单的体力劳作，而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

中，怀着好奇心、求知欲，以批判和怀疑的科学

精神，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

并形成敢闯、敢冒风险的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格。 

    (二) 创新能力在劳动中锤炼获得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述了

劳动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是人类

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劳动不仅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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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类、创造历史、创造新世界，劳动还推动着

社会历史创新发展。停止劳动，社会将濒临灭亡，

停止创新，整个社会将停滞不前。 

    人的劳动过程是综合能力运用的过程，不仅

有劳动基本技能的运用，同时还伴随着神奇的想

象力、深刻的洞察力、敏锐的直觉力和大胆的预

测力等创新能力的运用。创新能力不是天生就具

有的，需要在劳动的锤炼过程中融入创新教育，

最终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原理强调，劳

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劳动形成人的本质，创新促进人的完善。 

    劳动教育是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之一，是社

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在高校，无论是专业教育还

是通识教育，都要融合创新素质教育与劳动素养

教育，其目标是促进学习者形成创新思维和劳动

价值观，提升创新素质和劳动素养。 

    二、创新素质培养是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

重要任务 

    国家从战略高度推动创新教育，提出建设创

新型国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创新人才培养

作出重要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鼓励更多社会

主体投身创新创业”[3]。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时代背景下，劳动者呈现出诚实劳动、创造性

劳动的鲜明特征。因此，在高等教育中融入劳动

者创新素质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要将

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劳动价值观，以及创新

素质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任务。 

    (一) 劳动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一步步将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在世界

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靠的就是辛勤劳动和

创新强国。在新时代，中国人民有着“两个一百

年”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而要达到宏

伟目标和实现中国梦，靠的也是辛勤劳动和创造

性劳动。因此，开展劳动教育和创新教育是新时

代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培养具有创新素质和劳动素养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高校的重要育人目

标，而倡导劳动精神和创新精神是高校的应有之

义。2004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见》，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推动思政与创新教育、

劳动教育的融合，要求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要创建将“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服务

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

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增强社会

实践活动的效果，培养大学生的劳动观念和职业

道德”[4]。为深化改革，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

新型国家，2015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高等学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

培养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践的

创新创业人才队伍，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对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贡献度”[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

固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牢固养成热爱劳动的习

惯，为祖国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勤于劳动、善于

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6]。他把劳动教育提到与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同样的高度，强调要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二) 劳动教育与创新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要内容 

    劳动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高校

不仅要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

志品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既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本领，还要鼓励他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将实现个人抱负

和远大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同

时，高校要加强大学生的创新教育，培育学生的

创新思维；加强劳动教育，培育学生的劳动情怀，

让大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意识和养成劳动习惯，使

他们掌握专业的劳动技能，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更

加理性和务实。由此可见，培育创新精神和劳动

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

书记将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并列，既凸显劳

动教育的必要性，也充分肯定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 

    劳动在创新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创新

体现在智力活动和复杂劳动的实践中。完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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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模式，要求高校将创新教育融入强化劳

动观念、增强劳动知识和提升劳动技能的劳动教

育中，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其创新素质，

并且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让大学生在学校的创

新学习和社会实践中体悟劳动，以劳创新，为社

会服务，从而增强其个人价值感。 

    (三) 劳动教育是培育学生创新素质的需要 

    在物质日益富足的新时代，在培养孩子的过

程中，不少家庭和学校重视智育发展、看重学业

成绩，部分学生因而缺乏创新素质教育和劳动锻

炼，没有形成创新思维和劳动习惯，这不利于他

们的健康成长。高校要培养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就要让他们体味劳动的艰辛，在劳动中塑

造健康的心理素质，在拼搏奋斗中磨炼意志品

格，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高校教师要

让学生勇于面对新事物，在创新中不断挑战自

我，体会自我实现的价值感和获得感，从而塑造

其创新精神、形成创新思维，获得受益终生的宝

贵精神财富。 

    如何将创新精神、劳动精神融入创新教育和

劳动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是高校

面临的重要课题。劳动教育是创新素质养成的重

要途径，高校要引导学生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

逸恶劳为耻，养成好的劳动习惯，在劳动创造中

追求卓越，实现人生价值。学校可通过专业实习

实训、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让学生深入

体会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精髓，同

时，在劳动教育中融入创新素质教育，使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形成创新劳动的职业素养，不断成长

为既有创新精神又有劳动本领的劳动者。 

    三、基于创新素质培养的高校劳动教育途径 

    大学阶段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价值观成型

的关键时期，也是大学生学以致用、适应社会的

开端。因此，高校要贯彻落实劳动教育、创新教

育，建构大学生创新思维训练体系和劳动知识技

能体系，并将它们融入人才培养体系的各个环

节，使学生重视和认同创新教育和劳动教育，通

过专业学习和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培育大

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劳动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劳动教育，为全面指导

和全力推进劳动教育，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7]。教育部为推

动落实劳动教育，制定《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8]，指导如何把劳动教育在各学段的

学校教育中一以贯之，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五

育并举”的育人体系。 

    (一) 劳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及创新精
神培育 

    在劳动教育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劳动教育中，是一种有效的互促模

式。创新精神、劳动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一脉相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劳动精

神和创新精神，与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创新素质、

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具有一致性。敬业、诚实劳

动充分体现了职业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国家倡导的社会公德，爱劳动是公民的公德之

一。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2]。因此，高校着力培养创新人才，在对

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人格塑造时，要将劳动

教育和创新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 

    具体来讲，学校可以通过建立以“劳动教

育、创新教育融入学生思政工作”为研究和实践

方向的“辅导员工作室”“创新创业工作室”，

通过老师引导和组织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创新创

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等，培育学生的劳动素养

和创新素质。又如，可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前后举办“劳动体验日”和“劳动知识有奖竞

猜”活动。还有，可以在学校的各类网站和新媒

体平台对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的优秀事迹进行报

道，营造劳动光荣的氛围，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和工匠精神等，给学生树立榜样。 

    (二) 劳动教育融入学校课堂教学及创新思
维培养 

    高校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课堂教学是育

人的主阵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

进行劳动教育的熏陶和创新思维的训练，将创新

精神、劳动观念、劳动知识和技能等融入其中，

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进课本、进课堂、进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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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有针对性地让学生进行专

业实践训练和劳动锻炼，使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就能了解所学专业的最新研究课题，学习相关

专业劳动技能，掌握劳动本领，让学生真正懂得

创新劳动在学习和社会生活中以及个人成长过

程中的重要性。 

    劳动就是创造，创新创造必须通过劳动实践

来实现。通过劳动教育，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劳动

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成为当

今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责任，因此，高校要在大学

生中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创新教育，增强其实践

能力，培养大学生具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创新

创业意识，提升其创新创业能力，鼓励他们创造

性地劳动。 

    (三) 劳动教育融入学生第二课堂及创新能
力提升 

    学生第二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使学生成长

成才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学校在第二课堂开

展创新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进一步

深化他们的专业知识。学校在第二课堂开展劳动

教育时，要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不断优化学

习方式，融合学习内容，提炼一些好的做法。例

如，组织主题班会，讨论“劳动”的本质和新时

代劳动精神的内涵；加强劳动价值观教育；聘请

劳动模范、行业专家举办沙龙、座谈会或论坛；

开展关于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大讨论；开展以

劳动为主题的征文、演讲活动；组织参观劳模相

关事迹展；创建劳动教育基地；等等。同时，教

师在第二课堂上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实践，

如勤工俭学、发明创新等，也可组织学生到街道、

服务机构从事志愿活动。通过动手动脑、出力流

汗，让学生从思想上追求创新、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者，从行动上勇于创新、践行劳动、乐于劳

动，在技能上学会创造性劳动，以达到劳动育人

目的。 

    (四) 劳动教育融入学生自我管理及创新人
格塑造 

    学习是脑力劳动，也是一种创新劳动。劳动

教育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性，

促进其专业知识的学习。有些学生沉迷于网络游

戏，不愿学、不勤学，学习动力不足，缺课严重，

在课堂上当“低头族”，不仅严重影响校风学

风，而且有损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高校要发

挥大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自我管理、劳

动养成和创新素质培育，使学生认识到掌握科学

知识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创造社会财富需要付出

艰辛劳动，还要让学生明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依

靠创新创造，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大学生只

有参与劳动过程中，才能体会劳动成果的来之不

易，从而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尊敬劳动者，自

觉珍惜劳动成果。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劳动教育有助

于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大学生经济尚未

独立，生活开支主要依靠家长提供。高校要着力

培养学生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劳动

教育，引导大学生刻苦学习、锐意进取，增强责

任意识，能经受住困难和压力的考验，通过劳动

为社会多作贡献。 

    (五) 劳动教育融入家庭养成教育及创新意
识形成 

    教育需要学校、政府、家庭、社会合力推进。

家长是学生的养育者和启蒙者，为孩子开启“人

生第一课”。作为人生导师，家长要教育孩子掌

握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要对孩子的劳动习惯、

创新素质进行养成教育，鼓励他们参与家庭劳动

和创新活动，在日常的家务劳动中，培养个人生

活自理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珍惜来之不

易的劳动成果，感恩劳动者的付出，让正确的劳

动观念在脑子里扎根，在劳动实践中掌握生活劳

动技能，塑造自立自强的意志品格。家庭教育中

要保护和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洞察力、直觉力、

预测力和善于捕捉机遇的能力，尤其在生活性劳

动技能的养成过程中，要融入创新教育，使他们

形成创新思维。 

    (六) 劳动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及创新氛
围营造 

    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的有效载体，也是育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

培育创新性人才的过程中，高校要加强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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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尤其要营造创新氛围，重视和充分发挥大

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把创新精神内化为学生学习

的动力，把劳动教育目标内化为行动自觉，切实

提高劳动教育、创新教育的有效性。学校可通过

举办创新沙龙、创新大赛和创新实践活动，营造

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学校还可通过邀请劳模开

展“劳模大讲堂”“大国工匠进校园”“大国

工匠面对面”等品牌活动，组织志愿劳动，开展

文明班级创建、文明宿舍评比和学生评奖评优等

活动，提高大学生主动劳动的意识，使大学生善

于劳动、乐于劳动，树立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劳

动观，从而形成崇尚劳动的校园文化。 

    (七) 劳动教育融入学业职业发展及创新发
展促进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提升职

业劳动能力以及提高创新素质的重要时期，也是

学生从校园走向职场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

大学生面临职业选择，面临社会角色的变化，即

将从学生转变为职场人，劳动形式将由在校园读

书学习转变为在职场的工作。因此，作为走向职

场的社会人和创新型国家的中坚力量，大学生不

仅要有积极的劳动态度，具备职场人的基本专业

素质、创新素质、劳动技能，更要主动承担劳动

任务，进行创新劳动，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校通过劳动教育引导大学生端正劳动态

度、激发劳动热情，让“爱岗敬业、劳动光荣”

的观念内化于其心，促进全面发展。在进行职业

选择时，他们应充分了解职业特性，要有主动劳

动的态度和精神，认同劳动的重要性，将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创新创造相融合，在

创新创造中升华自身价值，更好地促进职业发

展。只有通过劳动，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实现

其职业理想和劳动价值，才能铸就完美人生。 

    四、结语 

    劳动教育、创新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

程。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加强劳动

教育和创新教育，弘扬劳动精神和创新精神，打

造劳动实践创新平台，锻造学生的劳动价值观，

把新时代的劳动精神和创新精神内化为学生的

成长基因，形成他们的劳动素养和创新素质，引

导他们奋发有为，将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统一起

来，在平凡的劳动中创新变革，创造不平凡的人

生。这样的大学生将争做新时代的奋进者、创新

者，从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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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quali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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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labor are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cultivating innovative workers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bor shapes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cultivates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College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innovation quality training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school classroom teaching, students’ 

second classroom,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family cultivation education,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s,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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