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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角下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探索 

——以上海杉达学院为例 

隆烨 

摘要  2020 年 3 月，教育部就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发布指导意

见，同年 8 月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实施意见，两份指导性文件均为高校劳动教育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劳动教育作为高校育人主渠道之一，对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强有

力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指出构建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的价值，分析民办高校

劳动教育现有的问题，从而提出从“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全方位协同”三个

维度出发，构建立体、全面、有效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打造新时代“三全

育人”视角下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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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教育部就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发布指导意见，

同年 8月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和上海市两份指导性文件的颁布，均将劳动教育作为高校

育人主渠道，为高校劳动教育明确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一、构建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的价值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目的的内容大致经历了 “德智体劳”、“德智体

美劳”、“德智体”、“德智体美”的演变[1]，直到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劳动教育再次成为教育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也是我国针对当前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而提出的

育人新要求，重塑劳动在学校育人中的重要地位。民办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之一，和其他高校一样，同样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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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亟需探索一套适合民办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劳动教育体系，来推动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一）劳动教育是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保障 

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奋斗，需要人民在各行各业中

的辛勤劳动和付出，这是历史规律，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经验。民办高校在劳动育

人过程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四史”学习教育等将劳动创造人类历史、推

动社会进步的事实传授给学生，将劳动教育的目的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远景目标”有机融合，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开创未来”的真理，明白劳动的

价值，引导学生拒绝“躺平”，积极劳动，为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

实的保障。 

（二）劳动教育是推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 

在“双减”的社会大背景下，劳动教育与“体育”、“美育”一起再次在学校教育

中被重新审视，劳动教育再次成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优秀人才的定

义从“三好学生”转变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民办高校通过劳动教育，

一方面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摒弃“重脑力轻体力”的思想，发挥劳动的

综合育人功能，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另一方面能从劳动中

锻炼学生的体魄、锤炼学生的心理素质，通过动脑+动手，实现教育道路上的“知

行合一”，落实素质教育，实现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三）劳动教育是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有力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3]，奋

斗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奋斗离不开劳动。高校通过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实现

三方面的自我价值。一是实现自我肯定的价值。学生通过实习、实践、勤工助学

等各种劳动形式获取报酬、物资，达到劳有所得、自食其力的效果，从而实现自

我肯定的价值；二是实现造福他人的价值。学生通过志愿者、科学研究、公益活

动等多种劳动，服务他人从而实现造福他人的价值，并获得来自他人的感谢、认

同和尊重；第三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价值。高校通过劳动教育，不断鼓励、引导

每个学生通过双手创造财富，每一个在自我岗位上创造价值的小我都在推动社会

这个“大我”不断发展，最终齐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民办高校劳动教育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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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智育轻劳育”现象普遍 

现阶段的高校普遍存在着重视德育、智育但轻视甚至无视劳动教育的现象，

民办高校同样如此。虽然国务院和上海市教委都已发布了加强劳动教育的相关文

件，但仍有部分民办高校将培养重心放在学生“动口”、“动脑”能力上，而忽视了

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此外，家庭和社会依然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劳育”的现象，

社会上诸如“不努力学习以后就去扫大街”之类的歧视劳动者的言论以及随处可

见的餐饮浪费现象，都是忽视劳动教育而带来的直接的后果，从而导致了高校学

生缺乏劳动意识，轻视劳动，动手能力差，不珍惜劳动成果。为纠正这些不良结

果，民办高校亟需将劳动教育摆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让劳动教育成为新时代

学校提升立德树人实效的重要途径。 

（二）劳动教育缺乏顶层设计 

劳动教育作为“五育并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旨在培育有正确劳动观、具

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劳动教

育应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充分融入育人过程中。尽管在 2020 年国务院

意见颁布后，各民办高校逐渐开始重视劳动教育，但有部分民办高校缺乏劳动教

育顶层设计，未出台校级劳动教育管理办法或者实施细则，劳动教育评价体系缺

失，无法科学判断学生接受了多少劳动教育、通过劳动教育获得了哪些增量。同

时，因缺乏顶层设计和官方指导，在针对每个个体开展劳动教育时，陷入劳动教

育实施不平衡、开展形式不科学、学生培养无目的的困境。 

（三）劳动教育未形成科学体系 

劳动教育和“五育并举”中其他四育一样，既是育人的目标之一，也是育人的

途径之一。因此，劳动教育的开展并非一个人、一个部门的责任，而是需要高校

自上而下、各职能部门、各学院、全体教职工的通力合作。部分民办高校因未能

形成合力，导致劳动教育无法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容易造成劳动教育模式单一、

劳动教育未贯穿整个教育过程等问题。比如有些高校或教师对劳动教育存在刻板

印象，将劳动教育等同于清洁环境、维持秩序之类的志愿者服务，导致劳动教育

模式单一；有些高校在实施劳动教育时未能在所有职能部门、二级学院以及所有

教职工间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从而在劳动教育实施中或造成“想到就开展、检

查就突击、忘记就随风去”的局面，或导致劳动教育的资源浪费、开展劳动教育

的师资不足、思想不统一，达不到协同育人的格局。 

（四）劳动教育“育人”功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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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不仅注重劳动本身，更应注重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在技能上、精神上、

意志上、习惯上收获的增量，也就是劳动的“育人”目的。然而，在现有的劳动教

育中，依然存在为劳动而劳动、为完成上级任务而组织劳动的现象，即使是经历

了形式多样的劳动过程，由于缺乏成熟的评价体系，劳动教育组织者也没有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反思在劳动过程中习得了什么、收获了什么，相对于劳动教育的“内

涵”更注重劳动教育的“形式”。 

（五）功利心阻碍劳动教育良性发展 

在国务院和上海市关于劳动教育的意见发布以后，劳动已成为民办高校的必

修科目，因此学生为了完成学分而劳动、为了获得奖学金而劳动、为了入党而劳

动、为了能够顺利毕业而劳动的现象非常普遍，学生“被动参与”劳动的情况远远

多于“主动投入”劳动，这种现象完全背离了劳动教育的初衷，阻碍劳动教育的良

性发展。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在人员精简的民办高校中，做好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

构建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出台劳动教育的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统一全体教职

工思想、举全校之力分层分年级开展劳动教育，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以及劳动意识，引导学生从“要我劳动”转变成“我要劳动”，是落实劳动教育的主

要途径。 

三、“三全育人”视角下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的构建途径 

根据上文所述，因劳动教育具有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高校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价值，同时，劳动教育也已成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五育并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办高

校全体教职工、所有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需要共同参与、齐心推进的一项育人手段，

因此，构建“三全育人”视角下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三全育

人”， 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重要举措。“三全育人”丰富了育人的主体、拉伸了育人的过程、拓宽了育

人的空间。“三全育人”的模式对于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构建科学的劳动教育体

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具有有效的指导意义。在 “三全育人”视角下，民办

高校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个维度上，构建出立体、全面、有效的劳动教育

体系。 

上海杉达学院发布《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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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以及《上海杉达学院学生劳动教育考核办法》，做好劳动教育的顶层设计，

确定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实施途径、主要内容和组织保障，同时制定科学的考

核体系，明确劳动教育考核内容及认定方法，为构建“三全育人”视角下的民办高

校劳动教育体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全员参与，加强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三全育人”中的“全员育人”，要求育人主体多元化，即高校的全体教职工均

需参与到劳动教育中，形成育人合力。民办高校因人员精简、机制灵活的特点，

使得部门间的沟通更有效、简便，从而更易实现举全校之力开展劳动教育。 

1. 发挥“引路人”作用，辅导员守好劳育责任田 

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主要从事思政工作，是学生的

“政治领路人”。民办高校因其特殊性，辅导员不仅承担着学生的思政工作，更是

参与到学生的生活、学习、思想、工作等方方面面，在民办高校中，与学生接触

最多、距离最近的就是辅导员。在民办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辅导员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要引导学生认同劳动价值，为学生营造的良好班级、年级

劳动氛围，身先垂范，起到良好的劳动榜样的作用 ，同时，也承担着劳动教育

的实施、管理、监督、考核的责任。 

上海杉达学院辅导员作为学生的“引路人”，在开展日常工作中，将劳动教育

穿插于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感恩教育、诚信教育等教育工

作中，将弘扬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的思想理念与班风建设、学风建设、舍风建设

有机结合，将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作为抓手，结合《上海杉达学院学生劳动教育考

核办法》科学地、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劳动教育的参与度与完成度，帮助学生考量

自己在劳动教育中收获的增量，守好“劳动教育”的责任田。 

2. 凸显专业特色，专业教师齐参与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实施意见》中将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定义为生产劳动。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

人才”为主要目标，每个专业在进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时都需将专业实践、实习

实训等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师在专业实践与实习实训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因此，在专业实践与实习实训环节，专业教师是“劳动育人”的主力军。 

上海杉达学院的专业教师结合学科竞赛、实践课程、实习实训等，根据学生

的擅长领域有针对性地遴选并培养学科竞赛的参赛者，科学地设计实践课程，最

大限度地开拓实习实训的资源和渠道，使得学科竞赛、实践课程、实习实训既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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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开拓专业知识面、提高专业技能，又充分发挥了劳动实践的育人功能。同

时，专业教师通过专业理论课程，补足实践类课程的理论短板，夯实学生的学科

理论知识与劳动教育理论。 

3. 加强教育协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全员参与“劳动育人”需要加强全校各职能部门的教育协同，在部门间建立联

动机制。各职能部门领导、工作人员强化“劳动育人”的理念，提升育人意识，结

合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在服务学生的同时，发挥部门专长、整合部门资源，为

学生提供劳动实践机会。同时，定期召开劳动教育通联会，总结经验、分享交流，

逐步完善劳动教育体系。 

上海杉达学院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加强教育协同。教务部门系统地设计劳

动教育理论课程模块，协调各学院、专业开设《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劳动法》、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劳动教育相关课程，夯实学生劳动教育理论基础；后

勤部门开拓校内劳动实践场所，划分教室包干区、公共区域包干区，为学生提供

校内劳动途径，同时，联合食堂、餐饮店、物业管理等外包单位录制料理课程、

保洁课程等生活技能在线课；宣传部门大力宣扬“劳动光荣”的理念，树立劳动典

型，传播劳动正能量；学生处举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讲座，帮助学生走近工匠、

走近劳模，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校团委结合“五一”劳动节、学雷锋

日、志愿者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丰富多样的劳动教育活动、竞赛，在全校范围内

形成“全员劳动”的校园文化；科研部门通过科研项目鼓励教职工开展劳动教育的

研究，经过系统研究形成可复制、可效仿的劳动教育体系，使劳动教育可持续发

展；双创部门以大学生科创项目为依托，专业开展双创教育，有效推进学生创新

精神的培育，帮助学生激发创造性劳动能力，推进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双

丰收”；园区管理部门结合园区文明创建，通过寝室卫生评比等，促进各寝室形

成“讲卫生、爱劳动”的寝室文化氛围。 

4. 坚持党建引领，知行合一落实劳动教育 

建党百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的劳动的基础上的。

劳动精神成就了党的事业，推动中国从富到强[4]。通过党建引领，构建党建+劳动

教育的工作体系，优化入党积极分子到党员的培养机制，端正入党积极分子的入

党动机，强化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群众，

融洽党群关系，为群众办实事，塑造基层党组织的劳动精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活力，增强学生党员的服务意识，培养学生党员通过劳动服务他人的理念，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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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贯穿于党建工作中，推动民办高校学生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落细落实。 

上海杉达学院以党建引领团建，融洽党群关系，党员以劳动教育为主要载体

之一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通过“喜迎建党百年，我为群众

办实事”——社会志愿服务项目、“喜迎建党百年，争做劳作达人”等实践活动，提

升党员党性意识，培养良好的劳动品质。党员通过志愿服务，时刻铭记“为人民

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知行合一，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依托种植

大赛，通过党建引领、党员带团员、党员带群众的途径，既融洽了党群关系，也

促使党员、团员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践行初心使命，落实知行合一，形成珍惜劳

动成果的理念。 

（二）全程贯穿，优化劳动教育实施路径 

全过程育人，拉伸了育人的过程，并且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和

需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育人方式。良好的劳动习惯并非在一朝一夕间就能养成，

正确的劳动观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树立，劳动教育需贯穿在高校的整个育人过程

中，从学生懵懂地踏入校门的那一刻起，直至学生自信地踏上社会的那一瞬间，

劳动教育必须循序渐进地融入大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活。但是，每个年级的学生的

特点、目标均不相同，因此，劳动教育需因材施教，既具有针对性又具有连贯性，

分层分年级构建健全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

从而使学生在毕业后踏上社会时，依然保持良好的劳动意识和习惯，使得劳动精

神得以延续。 

上海市委意见中明确指出：普通高等学校要注重创造性劳动锻炼，组织学生

结合学科专业开展创新创业、勤工俭学、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实习实训等生产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提升创新

创造和就业创业能力[5]。根据此文件精神，结合上海杉达学院实际情况，学校将

劳动教育的实践模块分为五大类，即常规性劳动、服务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创

造性劳动、成果性劳动，其中常规性劳动包括“生活技能培育”和“卫生清洁美化”，

服务性劳动包括志愿服务、公益项目，生产性劳动包括勤工俭学、社会实践、实

习实训，创造性劳动包括创新创业，成果性劳动包括大学期间劳动教育的成果（总

结、报告等）。 

以常规性劳动提高一年级新生的高校适应能力，培养学校主人翁精神。 

在一年级新生入学之际，大部分学生刚从高考的紧张氛围中走出来，从全身

心学习备考的状态中走出来，加之因未经历过宿舍生活而在生活上感到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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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劳动经验和劳动观念而感到手足无措。因此，抓住一年级新生这个特点，在

一年级新生中加强开展常规性劳动教育，开设如房间整理、物品收纳、房间清扫

等“生活技能培育”课程，帮助学生获得必要的生活劳动技能，游刃有余地适应宿

舍生活；通过校园包干、教室包干等“卫生清洁美化”活动，强化新生的动手能力，

培育新生爱校荣校的意识和学校主人翁精神；通过“生活技能大比拼”等竞赛类活

动，增加常规性劳动的趣味及参与度，吸引更多新生动手。 

以服务性劳动和生产性促使二年级学生感受劳动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 

当新生升入二年级时，已基本适应高校生活和宿舍生活，在掌握了一定生活

技能后，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也在飞速提升。针对二年级学生，可以服务性劳动

为主，辅以生产性劳动。通过志愿服务与公益项目，践行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服

务，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提高劳动能力，实现自我提升。同时辅以勤工俭学与

社会实践，帮助学生体验劳有所得、自食其力的喜悦感和满足感，在进入社会前

促使学生通过自身经历感受劳动的价值。此外，学校也能通过服务性劳动和生产

性劳动，帮助学生掌握劳动技能和生产知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社会服

务的意识。 

将生产性劳动、创造性劳动与成果性劳动相结合帮助高年级学生做好步入社

会的准备。 

当学生进入高年级的学习生活时，生产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以“就业”为主要目标的民办高校学生，需要通过实习实训、社会实践，获

取今后求职的技能和经验，了解自己走上社会后适合的岗位，并且正视自身不足

及提升空间，在最后的高校生活中加以完善。同时，通过校外实习，获得校内课

堂、书本中难以获取的实践经历，提升自身的劳动能力。最后，通过“成果性劳

动”，总结大学期间在劳动教育中取得的成果，科学评价自己通过劳动教育所获

得的精神、意志、技能等内在和外在的增量。民办高校需针对高年级学生特别是

毕业班学生，将劳动教育和就业指导、创业指导等工作有机结合，继续弘扬劳模

精神和工匠精神，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格和精益求精的精神，磨炼学生的意志，

助力学生调整好心态，以勤奋踏实的工作态度、勇于创造的劳动品质步入社会，

适应社会。 

（三）全方位协同，整合劳动教育载体资源 

全方位育人，拓宽了育人的空间。新时代背景下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的实施

场所并非只是学校，家庭、社会、公司、单位、机构等都能成为育人阵地，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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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线上育人甚至成为了与线下育人并驾齐驱的育人主阵地。

做好各方协同配合，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促进育人效能的发挥，将劳动教育从

学校辐射到全社会、从线下延伸到线上，整合劳动教育的载体和资源，形成协同

育人格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理念以及获取一定的劳动技能。 

1. 第一课堂+第二课堂——课内课外资源整合 

在民办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除了体现在课表上的第一课堂之外，第二课堂

也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渠道。就劳动教育而言，劳动通识课程、劳动法、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等理论课程可通过第一课堂传授，并以考试、报告等方式进行考

核。而劳动实践则可通过第二课堂实现。第二课堂既时间灵活、形式多样、以兴

趣为导向，可操作性强，又能整合教职工专业以外的劳动知识、技能，通过开设

不同主题的劳动讲座、实践课堂、开放式体验等活动，充实劳动教育的内容，丰

富劳动教育的载体。因第二课堂以学生兴趣为导向，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

对未来的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实践，兴趣本位将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劳动实

践中，在自发选择的主观能动的驱使下，学生更容易在劳动教育中收获精神、技

能、素养上的增量。 

2. 线下教育+线上教育——线下线上供给优化 

除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开展的线下劳动教育外，线上劳动教育也随着网络

的发达而逐渐发展壮大。民办高校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渠道，传授劳

动相关理论、法律，宣传劳模事迹，弘扬劳动精神；通过购买线上劳育课程，或

录制劳动技能教学视频，为学生提供网上自学平台，让学生不局限于学习场所，

何时何地都能开展劳动学习与实践；通过开通线上互动渠道，充分发挥朋辈教育

的作用，展示自己劳动技能长处的同时，学习其他同学具有的劳动技能，相互切

磋，相互交流，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和主观能动性。 

3. 学校+家庭+社会——校内校外育人协同 

为全面落实劳动教育，学校、家庭、社会需共同承担劳育责任。民办高校通

过拓宽劳育渠道，将育人场所从校内向校外延伸，聘请校外“劳育导师”开展专业

劳动教育，如聘请农场主开展蔬果种植科普讲座，进行专业的种植指导，聘请厨

师传授烹饪技能，聘请保洁专业人员指导家庭保洁等；为走近劳模、更了解劳模，

民办高校可邀请劳模、工匠进校开展劳模精神讲座，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引导

学生形成劳动光荣的信念；与农场、工厂、餐饮公司等建立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前往专业场所让学生浸润式地体验劳动；家校之间形成联动机制，在寒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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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家长监督学生开展大扫除、烹饪等，巩固在校的劳动教育成果，培养良好的

劳动习惯；依托校友力量，挖掘校外实习、实践岗位，为学生实践提供平台。通

过“家校社”协同，切实提升民办高校劳动教育的趣味度、专业度与有效度。 

四、结语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其宗旨就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6]。劳动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

容，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于加强大学生的劳

动素养、培养大学生的劳动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办高校通过构建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劳动教育体系，使劳动育人的主体多元化，延展劳动育人的过

程，通过拓宽渠道、挖掘资源，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劳动实

践的资源、场所和平台，构建“三全育人”视角下的民办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打造

新时代民办高校劳动教育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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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E issued a set of Guidelines on Labor Education for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March, 2020. In August,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also issued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it. Both 

guidelines provide the aim of labor education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labor education will dramatically improve the morality enhancing and talents 

cultur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lays out the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mplete 

participation, eng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 it aims to construct a solid,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ystem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thus, creating a new pattern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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