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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厦 门大学 章舜钦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

是我党一个重要的教育方

针
。

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
,

对全面提高跨世纪大学生

的综合素质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本文试对加强大

学生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

劳动教育的内容 ; 劳动教育

的方法和途径等间题做简要论述
。

一
、

加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

1
、

劳动素质是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大学生应充分理解我国宪法关于劳动是公民的

权利和义务
,

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这

一规定 ;树立科学的劳动观念
,

了解劳动知识
,

热爱劳

动人民
,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 ;

在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
,

艰苦奋斗
,

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贡献力量
。

2
、

劳动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之一
。

正如邓小平所说
: “

劳动也是教学
,

是政治思想

课
。 ”

劳动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实现高等教育德

育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

同时
,

大学生的劳动观念
;

劳
`

动知识 ;热爱劳动的道德品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

本

身也是一个通过教育逐渐形成的过程
。

据报道
,

台湾

大学校方规定
,

台大所有学生都必须修满规定的劳动

服务课
,

虽然劳动服务课不计学分
,

但是劳动服务课

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

3
、

大学生的整体劳动素质急待通过教育予以提

高
。

当代大学生的劳动素质主流是好的
,

但是
,

现在入

学大学生大多数已是独生子女
,

父母亲
“

望子成龙
” ,

在中学阶段基本上以学习为主
,

很少参加劳动
,

因此 :

有不少大学生劳动观念淡薄
,

劳动知识甚少
,

错误地

认为劳动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

缺少基本的生活自

理能力
。

4
、

通过适当的有偿服务
,

可以给贫困生
、

特困生

增加一点收入
,

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

二
、

大学毕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

劳动教育是由教育 目标决定的
。

当代大学生的劳

动教育
,

从性质上讲属于高等学校德育教育范畴
,

根

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有关文件精神
,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

主要内容有
:

1
、

劳动观念教育
。

劳动观念是人们对劳动的根本

看法和态度
,

它由人们对劳动的 目的
、

劳动的价值
、

劳

动的意义和劳动的态度等方面的内容构成
,

是人们世

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份
。

大学生通过参加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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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力劳动
,

树立科学的劳动观念
,

端正劳动态度
,

积

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
,

为弘扬中华民族
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

,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2

、

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

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国

家的主人
,

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直接

创造者
。

古人说得好
, “

民为邦本
” ,

国和民是密不可分

的
,

爱国必爱民
,

爱民必爱国
,

这是爱国主义的基本涵

义
。

3
、

劳动技能教育
。

劳动技能教育包括劳动技术的

教育和劳动能力的培养
。

据统计
,

全国每年发生的劳

动伤亡事故当中
,

有相当数量是劳动者劳动技能欠缺

造成的
。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

对

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劳动技能教

育
,

是十分重要的
。

劳动技能教育不仅要通过劳动理

论课教育
,

而且要参加适当的劳动
,

使大学生学会各

种劳动的实际操作规程
,

以保证劳动的安全和劳动的

质量
。

4
、

劳动法律法规教育
。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

调整劳动关系
,

维护社会主义劳动
,

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

我国 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法

律制度
。

但是
,

各种劳动责任事故
、

劳动纠纷案件
、

劳

动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
,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

的劳动法制观念淡薄
,

劳动法律意识不强
。

因此
,

对大

学生进行劳动法律法规教育
,

使大学生充分了解我国

劳动立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

依法劳动
,

保护合

法的劳动行为和劳动成果
,

促进社会主义劳动法制建

设的顺利进行
。

5
、

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
。

人类社会一切财富都需

要通过劳动来创造
,

创造财富的劳动是辛苦的
。

大学

生是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

未来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

我们务必通过劳动教育使他

们继续地保持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
,

正如邓小平

所指出的
: “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
,

艰苦朴素的教育

要抓紧
,

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
” 。

通过劳动教育
,

培

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

不仅是继承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

,

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三
、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基本方法

为了保证劳动教育的正常进行
,

不断提高高等学

校的劳动教育质量
,

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

1
、

必须处理好劳动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



时间关系
。

邓小平指出
: “

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

么样的劳动
,

怎样下厂下乡
,

花多少时间
,

怎样同教学

密切结合
,

都要有恰当的安排
。 ”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

件精神
,

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学生适当参加一定的物质

生产劳动
,

并作为一门必修课
,

列入教学计划
,

统筹安

排 ; 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

不断提高劳动教育质

量
,

不能因为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而排斥或者取消劳

动教育的正常进行
。

为了不增加大学生的学习负担
,

目前
,

高等学校的劳动教育课可以根据劳动教育内容

的不同
,

在不增加教学课时的前提下
,

将理论教育划

入相关学科
,

适当的劳动活动利用课外时间及双休

日
、

寒暑假组织实施
。

2
、

应当坚持理论教育和劳动教育相结合
。

劳动教

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
,

劳动教育要根据教育内容的不

同
,

将理论教育进课堂
,

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
,

使劳动

观念
、

劳动法律法规等知识进头脑
。

同时
,

要组织适当

课外劳动活动
,

包括适当的物质生产劳动
,

让学生在

劳动实践中提高劳动认识
,

培养劳动习惯
,

掌握劳动

教育内容
。

3
、

正确处理有偿服务和义务劳动的关系
。

给大学

生创造有偿服务机会
,

使一些贫困生
、

特困 生在劳动

实践的同时
,

获得一些劳动收入
,

可以用来解决学习

生活困难
,

有偿服务是必要的
。

但是
,

许多劳动教育内

容只有在义务劳动中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

因此
,

学校

在劳动教育安排上要有适当的义务劳动时间
。

4
、

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

大学生

参加劳动
,

不论是有偿服务
,

还是义务劳动
,

都应当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这是由大学生劳动教育课的性质

决定的
,

千万不能把有偿服务变为纯粹的
“

打工赚钱
”

的手段
,

否则
,

会影响其它学科的学习
,

与劳动教育的

宗旨是相违背的
。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基本方法有
:

( 1) 课堂教育
。

正规的课堂理论教育是劳动观念
、

劳动技能
、

劳动法律法规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等教育的

主要途径
。

( 2) 义务劳动
。

邓小平说
: “

学生参加劳动
,

一是必

须
,

二是要适当
,

三看可能
。 ”

大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是

接受劳动教育的最佳途径
。

目前
,

许多高等学校将教

室卫生保洁
、

校园公共场所卫生保洁等聘任专职工人

负责
。

学校完全可以将这些卫生保洁工作
,

有组织地

划分给各院
,

可以由大学生 自己负责
,

以义务劳动的

方式完成
。

( 3) 社会实践
,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十分丰富
,

包括毕业实习
、

科技扶贫
、

社会调查等
。

社会实践是劳

动教育中最常用的教育方法之一
,

走劳动教育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

是劳动教育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

(4 )勤工俭学的有偿服务
。

由学校协调为贫困生
、

特困生创造有偿服务机会
,

如校园卫生保洁
、

暑假家

教
、

家庭钟点服务等
,

只要有组织进行
,

也是劳动教育

的有效途径
。

(5 )校园文化建设
。

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利用校园

文化阵地进行劳动教育
,

如宣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

迹
,
9 8 抗洪救灾的典型人物

、

大学生义务劳动积极分

子
,

以及文明宿舍评比
,

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上

的奖励
,

以调动大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

提高大学生的

劳动素质
,

实现劳动教育的 目标
。

四
、

保障大学生劳动教育质里的重要举措

大学生劳动教育必需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为保障
,

才能保证劳动教育的质量
。

保障大学生劳动教育质量

的措施有
:

1
、

加强劳动教育的集中统一领导
,

是保障大学生

劳动教育的关键
。

劳动教育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不同
,

在劳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
,

需要许多部门的相

互协调
,

所以
,

没有集中统一领导和科学稳定的教育

制度作保证
,

劳动教育很容易流于形式或半途而废
.

2
、

制定科学规范的劳动教育评价标准
,

是衡量教

育质量
,

保证教育的关键
。

劳动教育评价考核标准
,

要

坚持量化标准与公正评比相结合
,

定统一的评价考核

标准
,

并把它们贯彻到劳动教育质量的科学测评 当

中
。

3
、

教材建设是保障大学生劳动教育质量的重点
。

邓小平指示
: “
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

。

— 关

键是教师
。 ”

高等院校要组织精干力量编写出相关学

科教材当中的劳动教育内容
。

如 《法律基础 》中的宪

法
、

劳动法等内容
; 《思想道德修养 》中的人生观

、

价值

观
、

和艰苦奋斗精神等内容
。

4
、

适当的劳动教育投入
。

有教育投入才会有教育

成果产生
。

劳动教育同其它学科一样
,

也需要一定的

教育经费
、

教育设备
、

劳动工具等
。

劳动教育所需各种

经费
,

国家划拨一点
、

学校 自筹一点
、

学生积累一点
、

社会捐赠一点等多方面解决
。

5
、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

正如邓小平指

出
: “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合格的

人才
,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

化的劳动者
,

关键是教师
。 ”
高等院校要契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

创造机会不断提高劳动教育教

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

业务工作能力和劳动技能知识
,

教师在劳动教育中不仅能传授知识
,

而且还能教书育

人
,

保证劳动教育的质量
。

6
、

需要学校和社会各相关单位的通力合作
。

劳动

教育同其它科学文化教育不同
,

它需要走出教室到学

校或者社会上去组织实施
,

因此
,

只有得到相关单位

的通力合作
,

才能保证教学计划按时实施
,

保质保量

完成
,

真正实现劳动教育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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