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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劳动素质和劳动技能，这为劳动教育与专业

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将专业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融合，在专业教育过程中强化劳

动导向，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中结合专业特点，更好地理解劳动的本质，提升劳动科学素养，更自觉地

开展专业实践。认清新时代对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建设要求和学生发展的内生需求，理清劳动教育与专

业教育融合的逻辑机理，是实现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认知基础；提升劳动科学教育，建设健全

劳动教育制度，提升劳动教育的专业属性，拓展劳动教育实践平台，是融合实现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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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育是指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的劳动素养的教育活动[1]。相比社会劳

动，学校劳动更多地体现了教育的功能，着重于

培养学生尊重劳动、掌握劳动技能、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念、弘扬劳动精神，即通过劳动培育学生

全面发展的人格。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

传统的生产方式，劳动的形态、内涵和功能都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劳动教育随之被赋予新的

时代内涵。立足于新时代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

才培养要求，教育者须从跨界融合的时代语境出

发，用新思维、新视角、新话语对劳动教育及其

课程建设重新进行审视。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建设过程中，把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

合，将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一、何以必要：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

时代审视 

    为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更加优化，加快形

成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鼓励地方建设

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本科高校同时拥有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功能，其人才培养要

求、培养模式和培养理念也有着独特性。鉴于劳

动教育的特殊功能和教育价值，将劳动教育与专

业教育进行融合，是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

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 呼应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
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创新成

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技术、产业、模式、

业态的日新月异推动创新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

重要内容。创新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培育富

有创新意识、劳动精神和实干能力的创新型人

才，是实现技术、产业、模式、业态创新的重要

途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时代的呼唤下应运而

生。应用型学生的学习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

创造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学生把在课堂和实习

实训中习得的知识运用于实践，进行技术发明，

对工艺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这是一个应用型学

生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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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劳动过程看，学生把习得的理论知识运用

于技术发明，对工艺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这是

一种复杂性劳动过程，也是新时代劳动特征的体

现。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特色就在于其内容和形式

都更加符合学生的需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为

新时代的国家建设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2]。因此，

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贯穿于学生能力培

养和提升的各个环节，是与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

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途径相统一的。 

    (二) 契合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
模式 

    在创新已经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第一动力的

背景下，应用型、技术型、创新型人才成为高校

的重点培养对象，而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是重要

途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大学生求职困难、

企业“用工荒”等问题倒逼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方式的变革。评估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学生培养质量，需要更多聚焦于学生

在学校学了什么、会了什么、能做什么，而不是

老师怎么教、教了多少。因此，要把探究式学习

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学生的主要模式，以学

生的成长预期作为教学导向。 

    劳动是劳动者运用其体力和脑力借用劳动

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并以其内在尺度去衡量客

观世界的过程[3]。立足于新时代社会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应用型本科高校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强化

对学生技术技能的训练，从而培养高质量的专业

人才。依托学校、社区、企业协同开展劳动实践

和实习活动是高校劳动教育实施的主要模式，其

主要作用在于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解决新

问题的创新能力。鉴于此，劳动教育的模式与应

用型大学培养创新型、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的理

念和培养模式相契合，与专业教育的教学实践相

融合，将更有效地提升高校与社会、学生与企业

的关联，展现应用型大学的普通教化和社会经济

教化的双重功能。 

    (三) 践行新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
理念 

    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创新创业精神、掌握

实践能力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但是，新经济引发的世界格局调整，已经改变了

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革

新。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国家鼓

励高等学校向着应用型高校转型。高校应从服务

国家战略、满足产业需求和面向未来发展的高

度，与时俱进地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实现人才供

给与新产业新需求的联动。新时代建设的应用型

本科高校，是承担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程教育

的主要力量，肩负培养适应和引领新技术、新产

业发展人才的重要任务。 

    把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在开展专业教育

的过程中，从劳动教育的视角引导学生开展创造

社会价值的身心体验活动，发挥劳动育人的功

能。这一过程也是提升学生劳动素养、劳动精神、

劳动技能的过程。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改变着高校

向社会输送的人才标准，而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融合，不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能够

有效引导学生在学与做中提升综合素质、强化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念。 

    二、何以可能：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

逻辑机理 

    人通过劳动把内心特有的尺度作用于特定

对象，使理想转变为现实，这也是人对价值之善

和内在之美的展现过程。因此，开展劳动教育的

本真价值就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并且使其具

有实现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的能力[4]。新时代

应用型大学的建设，需要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应

用型人才，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促进劳动

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是重要路径，两者的融合

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

现实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奠定了科学的理论
基础 

    马克思认为，把智育、体育与生产劳动相融

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生产力，而且是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的唯一方式[5]。基于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建设，研究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首

先需要厘清融合的立场和融合是否符合社会发

展要求及教育规律等两大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资

本主义社会造成的人的异化时，认为其根源在于

劳动的异化。因此，只有劳动中的“压迫”和“剥

削”不复存在，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最终实

现。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人的需要、

人的能力、人的关系、人的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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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劳动与教育的结合是目标实现的唯一路

径，劳动教育则是该教育和生产两者结合的重要

方法。 

    专业教育旨在教会人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并是关注学

生的个性发展。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旨在

帮助学生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专业

技能、知识来创造价值，以达到人在需要、能力、

社会关系和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因此，在马

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下，实现劳动教

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不仅是智力与劳动过程的

结合，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真意义。 

    (二) 中国特色劳动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实践基础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历经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建设现代化强国

目标的新时代。在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党的各项

事业与劳动密不可分，对劳动教育的探索也在不

断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动教育是唤醒

群众革命意识、发展生产和培育革命力量的主要

方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劳动教育是党

进行生产技术教育，培育合格的劳动者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重要手段。到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劳动教育以更丰富的内容

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鼓励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融合、劳动教育与学生的未来发展相适

应，国家要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劳动

素质人才，合理设置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类的学校

比例，教育规划要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相结合。 

    在强调创新的新时代，劳动教育已经成为我

国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赋予劳动教育新的历史任务，即培养科学精

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这是新时代对劳动教

育提出的新要求。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为新时代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实践证明，劳动教育不是单一的教育，

始终与国家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育紧密联系

在一起。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是我国新

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要求，是国家发展历史进程

中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三)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奠定了深厚的现实
基础 

    不管是从个人发展还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出

发，劳动教育都应该是贯穿于人一生的教育。在

个人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劳动教育有不同的

形式、内容和侧重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

国在各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这也为大学生求职

就业提供了更多平台和机遇。在大力发展信息技

术的智能化时代，劳动被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

劳动技术变得更加科学，内容更加丰富，理念更

加先进。新时代的高校劳动教育不是推行传统的

务农重工等简单的体力劳动模式，而是强调劳动

科学的赋能，联系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提高学

生对劳动的认同感，养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 

    专业教育是高校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让

学生掌握劳动理论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培养学

生的劳动精神、劳动观念和劳动能力的重要路

径。由于专业教育的劳动教育价值并不能自然显

现，因此需要结合劳动教育的内容，让学生在学

习专业知识、掌握新技术的过程中，根据专业特

点和个体差异，理解劳动的本质，让学生认识到

美好生活的获得是通过劳动得来的。站在更高平

台、拥有更多发展机会的今天，在专业教育中融

入劳动教育，凸显劳动科学导向，是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促进专业教育水平、构建劳动教育新形

式的必要路径。 

    三、何以可为：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

实践路径 

    在《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中，强调我国高等学校要注重以创新创

业为中心，根据专业学科特点，积极开展实习实

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勤工助学等实践活动。

这为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但是，当前高校劳动教育的开展普遍存在内

涵片面化、环境形式化、队伍思想不统一、方式

单一化等问题，因此，在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

融合过程中，应该注重劳动科学教育，加强劳动

教育制度建设，挖掘劳动教育资源，以社会实践

为载体优化劳动教育途径。 

    (一) 以劳动科学为基础，优化融合内容 

    对劳动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对学

校劳动教育的开展也应该随着学习阶段的上升



劳动教育研究                           李立辉：建设应用型本科背景下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逻辑机理与实践 

 

149 

 

而不断丰富。大学阶段的劳动教育更加重视在劳

动过程中的理解和感悟，不能仅停留在会劳动，

更重要的是懂劳动，从本质规定、普遍意义的层

面理解劳动[6]。基于大学生及高校劳动教育的特

点，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新时代劳动价值观为

理论基础，以研究劳动力、劳动就业、劳动组织、

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障、职业教育、劳

动管理、劳动关系等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优化

劳动教育内容，使其成为新时代劳动教育与专业

教育融合的重要途径。 

    增强大学生对劳动科学知识的学习，必须改

变当前劳动教育表层化、分散化的问题，即大学

生劳动教育内涵不深刻、“力量”不集中，普遍

存在开展拔草、扫地、会务端茶倒水等简单和表

层的实际劳动，达不到真正劳动育人的目标。另

外，目前我们的专业教育基本上不包含劳动科学

的内容，这些内容只存在于劳动法学、社会保障

学等相关学科中，这种片段式的学习不利于学生

形成对劳动本质的整体性认识。为使学生自觉

地、自由地投入生产劳动，需要建设统一的劳动

教育通识课程，整合劳动科学知识，系统介绍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新时代劳动观、学生职业发展

和生活必备知识。组织学生集中学习的同时，教

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应结合专业特点渗透劳动

科学的内容，增强学生的实践体验，增长其实践

技能。 

    (二)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优化融合环境 

    目前，我国高校劳动教育的淡化、弱化、窄

化直接导致劳动独特的育人价值得不到发挥，其

根本原因在于对劳动教育的忽视和轻视。制度保

障的缺失是造成劳动教育得不到学生、教师、学

校、家庭和社会重视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高

校劳动教育制度建设，是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

合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教育引导

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养成良好的劳

动习惯，为祖国培养爱劳动、勤劳动、会劳动的

高素质劳动者，一定要多措施多方式并举[7]。 

    针对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劳动教育现状，为

确保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入融合，更好地发挥

劳动教育的价值，应该从制度层面整体规划劳动

教育的实施，确立劳动教育目标，把劳动教育融

入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之中，全面推进劳动教

育。首先，建立专门的劳动教育管理机构，加强

劳动教育监督管理。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统一监

管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情况，形成劳动教育自上而

下的推进模式。其次，制定劳动教育考评体系。

把劳动教育纳入学生的课程体系和考核范围。最

后，健全校园整体环境建设机制。学校宣传部负

责校园劳动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学生处负责劳

模的选育和管理，团委负责志愿服务和劳动实践

品牌活动的建设，后勤部门负责必要的校内实践

场地的支持，从而形成各部门协同推进劳动教育

的制度体系。 

    (三) 以劳动元素为基调，优化融合资源 

    高校的各类专业都具有丰富的劳动指向和

劳动属性，实现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一体化，必

须考虑劳动教育的通识教育属性与专业教育属

性的适切性问题。事实上，劳动教育不仅具有专

业教育的属性，能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还具有

通识教育的属性，能够塑造学生的身体、精神和

灵魂[8]。应用型本科高校主要培养技术型、应用

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国家经济建设的高素质劳

动者，其主旨体现了劳动与专业的结合。在建设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背景下，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融合不仅要强调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联系，

重视劳动教育的专业属性，还要重视劳动教育的

通识属性。这也是当代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全面

发展人才的需要。 

    把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首先，要强

调劳动教育的通识属性。劳动教育的本质是使学

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劳动教

育的专业属性。其次，把握不同专业特色，深入

挖掘专业教育的劳育元素。在专业的人才培养目

标中渗入劳动教育内容，积极引导师生探究劳动

理论，搭建劳动实践平台，开展劳动实践活动。

最后，转变以简单地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专业教

育观念。劳动教育在专业教育中是否体现，专业

教师的教育至关重要。因此，专业教师应该更多

地把专业教育作为帮助学生获得应对工作世界

和创造未来生活的能力的主要途径，更好地融入

劳动教育的内容。 

    (四) 以社会实践为载体，优化融合路径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目的是为社会

输送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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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本科高校开展劳动教育，不仅要重视学生正

确劳动价值观和科学劳动素质的养成，还要帮助

学生提升劳动技能和实验技能。认知、合作、创

新、职业四个维度应该成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

劳动教育成效评价的主要方向。因此，实习实践

将成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

融合的重要载体。学生通过实习实践发现问题，

利用在课堂学得的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结合实际

情况解决问题。实习实践的过程是学生直接体验

课外世界的过程，也是知识消化与重构的过程，

更是一个提升动手能力、获得技能技术的过程。 

    为给学生搭建更好的社会实践平台，学校需

要统筹各类社会资源，利用校城融合、校企融合

的资源，结合本校开设的专业，联合各行各业的

力量协同打造“金融+”“旅游+”“工业+”“商

业+”等教育实践基地。学校与社会共建劳动教

育实践平台，不仅可以使高校培养的人才更加符

合地方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以在实践过程中检验

本校的专业和课程是否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充

分利用专业教育实践平台，使其成为实施劳动教

育的重要载体，是优化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路径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 檀传宝. 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 如何认识劳动教育

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J]. 中国教育学刊 , 

2019(2): 82−84. 

[2] 黄如艳, 李晓华.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本质、价值及推进

路径[J]. 教育与管理, 2020(33): 1−5. 

[3] 胡荣宝, 张鑫. 新时代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劳动

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J]. 蚌埠学院学报 , 2021(1): 

103−106. 

[4] 徐海娇. 意义生活的完整性: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

何以必要与何以可为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2019(11): 88−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557. 

[6] 刘玉方, 曲霞, 田守雷. 为劳动教育赋能 开创高校劳

动教育新格局[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Z3): 12−14. 

[7] 习近平在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

人物代表：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五一”节问候[N].

人民日报, 2014−05−01(1). 

[8] 谢丽娜.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逻辑理

路与实践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3): 1−5. 
   

 

The logic mechanism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 type undergraduate 
 

LI Lihui 
 

(College of Marxism,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Application type undergraduate’s talent training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good labor quality and 
labor skills, which provides deep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labor orientation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elps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labor better, improve scientific attainment of labor, and 
start specialty practice more consciously. It is an endogenous requirement to recognize new era demand for 
constructing application type undergraduate and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students’ self-development. It is a 
cognitive basis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method 
of combing the logic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abo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labor and science education, 
constructing labor educat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property of labor education, and extending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platform. 
Key Words: application type undergraduate, labo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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