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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劳动教育对培育时代新人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在全国教育大会、高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当

前学界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渊源、思想内涵、当代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获

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历史生成的体系和范式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梳理和分析近年

来理论界关于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研究，对其进行总结和展望，有助于为劳动教育的进一步开展提供

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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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育人功能，对学生

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1]。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十分注重劳

动教育在社会主义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并形

成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

人尊重劳动、重视劳动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围绕

劳动教育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对“什么

是劳动教育”“为什么要进行劳动教育”“怎样进

行劳动教育”做出了新回答，提出了新要求，形

成了内涵丰富的劳动教育重要论述，为当代中国

开展劳动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

南。截至 2023 年 4 月底，以“习近平劳动教育”

为主题在知网进行检索，显示相关论文 500 余篇，

且自 2019 年以来呈大幅增长趋势，主要高频词

有“劳动教育”“劳动观”“时代价值”“时代新

人”等。因此，梳理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习近平劳

动教育重要论述的相关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对

于深入拓展和创新新时代劳动教育，完善和优化

劳动教育评价机制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劳动教育在培养时代新人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教育发展全局

的战略高度，基于对人的发展规律和现实需要的

把握，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教育的新思想，

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劳动教育观。近年来，

理论界高度重视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形成的理论

渊源，对其理论渊源的研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的劳动教育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劳

动教育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学基础

理论等方面展开。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理解

与把握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形成的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现实逻辑，对学深、悟透、用好这一

思想观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教育理论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等经典作家关于劳动教育的相关理论是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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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观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其中，多数学

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和他的劳动

价值论是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主要来源。具体而

言，马克思的劳动教育思想蕴含着通过劳动教育

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造现实社会和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的科学内涵，习近平的劳动教育观对此是

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把握了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观的理论逻辑及其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

值启发[2]。马克思所主张的劳教结合理论在习近

平劳动教育观中亦有一定的体现[3]。还有学者认

为，习近平劳动观中主张的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

位和首创精神的思想与列宁所主张的发挥劳动

者主动性、首创性思想一脉相承[4]。此外，马克

思主义中劳动是人的本质性规定、劳动创造财富

和价值、劳动促进人的解放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等理论为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

基础和哲学依据[5]。 

    (二) 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教育理论 

    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人

重视劳动教育的优良传统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

人历来重视劳动生产以及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

此，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劳动教育

观是对毛泽东劳动教育观的继承与发展。有学者

认为，习近平劳动教育观与毛泽东劳动教育观具

有内在一致性，如都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以

实现德育与身体的发展、树立劳动模范、营造

社会中热爱劳动和弘扬劳动精神的社会风尚等

内容。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高度，在劳动幸福观、劳动价值观、劳动教育

观方面对毛泽东的劳动观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强

调“五育”并举和劳动育人，从而进一步发挥劳

动教育对立德树人的作用[6]。还有学者认为，毛

泽东的劳动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劳动教育观的

直接文化参照。毛泽东主张的“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坚持教育

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等理论为习近平

劳动教育观提供了文化参照[7]。邓小平在改革开

放的背景下，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

值，提出教育要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将劳动教育事业提升

到了宏观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高度，江泽民、

胡锦涛在各自时期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劳动

教育的论述和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这都为习

近平劳动教育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8]。另一

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

进行阐述，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对其

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把劳动提升到了“工匠精

神”这一层面[9]。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的劳动教育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种代表性的观

点认为，习近平劳动教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劳动

美德相契合。如“嫘祖教人养蚕制衣”“神农教

人耒耜耕作”的生产劳动教育，“粒粒皆辛苦”

对劳动成果的珍惜，“洒扫涓洁”“耕读传家”“习

劳则神钦”的家庭劳动教育传统等，在习近平劳

动教育观中均有体现。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实现了

对传统文化中劳动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10]。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劳动的诗歌和典故为习近平

劳动教育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厚历史土壤和丰富

文化素材。“人生在勤，勤则不匮”等中华传统

文化经典语句中所弘扬的勤劳致富、勤劳勇敢

等劳动精神，也在习近平劳动教育观中有着深

刻体现[11]。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在讲话

中多次引用如“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等中国古

代劳动经典名言，体现了他对中华优秀劳动文化

的推崇[12]。 

除上述理论来源外，有学者还注意到教育学

基础理论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形成的影响。除

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教育理论、中国

共产党人的劳动教育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外，教育学基础理论也是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

重要理论来源。习近平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

上，将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与教育学原理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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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了马卡连柯、裴斯泰洛齐、苏霍姆林斯

基关于劳动教育的理论[13]。 

    二、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形成的现实背景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回应

时代问题。习近平的劳动教育观是在对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特点及新问题回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理论界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形成的现实背景

分析，主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体层面三

个维度展开。 

    (一) 国家层面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使命，劳动教育承

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

从国家大局的维度阐释习近平劳动教育理念产

生的现实需要，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

观点认为，劳动为国家的永续发展提供动力，幸

福生活与梦想的实现都需要辛勤劳动，因此重视

劳动和开展劳动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路径[14]。另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劳动

教育观与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具有价

值共通性，有利于树立中国的劳动主张，为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劳动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推

进劳动教育事业的国际宣传、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愿景下劳动者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中国

方案与中国经验[15]。 

    (二) 社会层面 

    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形成是社会发展运行

新形势新任务的时代呼唤和价值体现，回应了劳

动教育亟须跟上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理论界对

社会层面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有学者从家庭

视角出发，指出家长对孩子的溺爱、以己代劳以

及家长角色错位的劳动教育观念造成了家庭劳

动教育的“软化”[16]。也有学者从学校教育中劳

动教育的缺位出发，认为当前学校分数至上、重

体力轻脑力、重知识轻劳动的育人导向使学校劳

动课被忽视，导致学校劳动教育的“弱化”[17]。

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对劳动教育的思想认识出

发，指出社会对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

位认识不到位，对劳动教育的价值真理性、教育

重要性和需求迫切性没有形成舆论上的共鸣和

共识，在劳动教育的观念、方向和内容上还有颇

多争议，甚至一些偏离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初衷

的观念和思潮甚嚣尘上，导致社会劳动教育一定

程度的“偏化”[18]。 

    (三) 个体层面 

    习近平的劳动观注重人这一个体的发展，当

前理论界对此普遍关注。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的

劳动观从人的本质出发，重视劳动的获得感，鼓

励人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19]。学者们普遍认

为，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形成很大程度来源于他

知青生活的劳动实践。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正是

知青岁月的磨炼铸就了他踏实肯干、扎根人民、

吃苦耐劳的顽强意志[20]。有学者指出，习近平在

宁德、浙江工作时期始终坚持调研，注重实践，

关心农村劳动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21]。这些个体

实践与体验都成了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重要源

泉。由此可见，习近平的劳动教育观很大程度上

源自个体实践，形成于个体体悟，面向于亿万个

体的全面自由发展。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劳动

教育观的形成基于对全面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

规律的把握，并指出劳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目

标的关键途径，是当代青年和大学生实现个人梦

想、塑造正确价值观的必由之路[22]。 

    三、习近平劳动教育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 

    近年来，理论界加强了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

的价值循迹和内涵研究。总的来看，学界主要围

绕“什么是劳动教育”“为什么要进行劳动教育”

“怎样进行劳动教育”等三个角度展开研究，逐

步形成了一个包含劳动教育认识论和劳动教育

价值论的劳动教育理论体系。 

    (一) 关于“什么是新时代的劳动教育” 

    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内涵丰富，立足于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习近平关

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是其劳动教育观的主要体现，

他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劳动教育，强调：“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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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热爱创造，通过劳动和

创造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和创造磨

炼意志、提高自己。” [23]对于“新时代劳动教育

是什么”的问题，有“三维度”论、“四维度”

论、“五维度”论等观点。其中，“三维度”论主

要围绕劳动在人的发展中的价值指向，指出习近

平劳动观具有注重榜样示范、尊重教育规律、重

视学校劳动教育的三重教育向度[24]。还有学者指

出，习近平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指出了新时代需

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25]。这为推进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明了方向。“四维度”论更

多把握了习近平关于劳动教育论述的核心要义，

指出要把握劳动教育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文

化属性、育人属性[26]。“五维度”论则对习近平

劳动教育的价值目标、根本遵循、教育对象、践

行路径、根本保证进行了阐释[27]。此外，有学者

从习近平青年教育观的角度对其劳动教育理念

进行了阐释。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劳

动活动对综合能力提升的作用，认为劳动能培养

奋斗精神、健全人格[28]。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年教

育的途径上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加

强第二课堂的建设[29]。 

    (二) 关于“为什么要进行劳动教育” 

    从党情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

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从各方面不断加强

党的建设。从党的建设这一角度来看，开展劳动

教育具有保持政治本色、保持政治肌体健康和发

扬优良作风的三重价值[30]。有学者指出，对党员

干部进行劳动教育、让党员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有

利于增强自我革命的本领[31]。从国情维度来看，

有学者基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习近平

的劳动价值观旨在教育人民通过劳动实现自我

发展，通过广大人民劳动观念的正确树立和更新

转变，实现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树立实干兴邦的价值共识[32]。

从社情维度来看，精神理念对行为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通过劳动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显得

十分重要。随着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深入贯彻，

全社会必将形成更加浓厚的尊重劳动、尊重劳动

者和热爱劳动的风尚[33]。 

    (三) 关于“怎样进行劳动教育研究” 

    对于新时代如何在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指

导下开展劳动教育，学界主要从家庭环境、学校

环境等两个角度出发进行阐释。在家庭教育方

面，有学者指出，家庭劳动教育是一切劳动教育

的基础，家庭成员既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言传身

教，又可以通过劳动实践帮助受教育者实现主体

性的成熟[34]。在学校教育方面，主要围绕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讲话中提及的“把青年

培养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展开，指出学校要贯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育人目标，针对大学生中存在的功利主

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要培养学生树立

正确的劳动观念，构建一体化劳动教育环节和多

样化劳动教育课，并加强现场教学[35]。还有学者

从高校劳动教育与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比较出发，

指出高校劳动教育要与专业教育、实践实习、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融入立

德树人目标[36]。 

    综上可见，习近平劳动教育观指出了劳动教

育的方向、重要价值以及现实路径，紧密联系现

实，回应了时代问题。 

    (四) 学界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价值研究 

    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劳

动教育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学界关

于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价值研究主要从理论价

值和实践价值两个层面展开。在理论价值层面，

学者们认为习近平劳动教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新时代

突破劳动教育困境和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方向

指引。在理论体系方面，习近平劳动教育观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劳动实践观、劳动价值观实现了有

机统一 [ 3 7 ]。在理论创新方面，学者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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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习近平对教育重要论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指

出将劳动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素质

与能力要求，更加注重发挥劳动的育人价值，这

为教育事业的更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提供了

方向指南[38]。在实践价值层面，有学者分析了习

近平劳动教育观的意义，指出深入贯彻习近平劳

动价值观有助于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

动大军，维护和谐劳动关系[39]。有学者在解读习

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时指出，加强劳动教

育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坚守，克服了教育过程

中重智轻德、重思轻干等问题，为推动教育改革

和教育强国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40]。 

    四、研究展望 

    当前，学界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进行了多方

面深入研究，在思想渊源、现实需要、主要内涵

及价值意义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为更好

地学习、理解、贯彻习近平劳动教育观提供了理

论指导，为在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指导下开展

劳动教育提供了行动参考。根据当前研究的趋

势，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继续深入

探索。 

    (一) 坚持联系的观点，考察劳动教育观在其

思想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的劳动教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者与后者

属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学界的研究多将劳动教

育观作为单独项目进行“微观透视”，缺乏将习

近平劳动教育观放在其思想体系中的整体性探

索和联系性分析。对于习近平劳动教育观本身，

学界研究也多侧重于某一部分如思想渊源、当代

价值、实践路径等，缺乏对各部分之间内在联系

的研究。 

    (二) 扩大文本视野，循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

的形成过程和时代特征 

    当前学界对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研究主要

围绕讲话、会议展开，研究文本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可以深入挖掘习近平在其丰富的劳动实践经

历、劳动教育指导经历中的故事、书信、访谈、

照片、影响等文本、图像和影音资料，多角度进

行研究；也可采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方式，

研究习近平关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价值观念的

思想构筑过程、否定之否定过程、发展变化过程

和理论指导实践案例经验，从学术角度解析这一

指导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成熟思想体系的历史、理

论和实践逻辑。 

    (三)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科学考量习近

平劳动教育观的广泛价值影响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习近平劳动教育观作为

劳动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对在各种条件下

更好开展劳动教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当前学界

还较少关注到习近平劳动教育观在国际层面的

影响，对其劳动教育观的国际传播情况与社会反

响、对其他国家劳动教育产生的影响与借鉴价值

亦可深入研究，加强横向对比分析。此外，学界

对习近平劳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校教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虽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高

校思政课、共同富裕等研究领域，但对于中国式

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良好家风培育等视角下的

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研究，仍需完善。 

    (四) 坚持理论结合实际，进一步加深对细分

领域的贯彻路径研究 

    习近平劳动教育观中的劳动教育受众十分

广泛，既包括大中小学学生，也包括当代青年、

社会主义劳动者等群体。当前，大多数学者对习

近平劳动教育观的指导受众群体局限于青少年

和青年学生去研究，对劳动人民、党员干部、新

兴职业人士、民营企业家等群体关注较少，对灵

活就业人员、社会青年、新时代农民、残疾和弱

势人员、服刑改造人员等群体关注更少。如何在

习近平劳动教育观的指导下，坚持矛盾普遍性和

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对各类群体开展适应新时代

劳动特点的高质量劳动教育，是一个方兴未艾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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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ing the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labor education, and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statements 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and the 

symposiu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of Xi Jinping’s view of labor education are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origin,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However, the research system and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of Xi Jinping’s labor 

education concept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s. This research will comb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n 

Xi Jinping’s view of labor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summaries and prospect, which is helpful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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