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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立窄化到固本创新:
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与价值取向

朱 文 辉,许 佳 美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摘要: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封建统治下的“体脑分离”、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马克思主义

教育观指导下的“教劳结合”三个既有继承又有改进的阶段。三个阶段的交替反映出劳动教育的内涵被误

解、劳动教育的外延被窄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我们回到原点,对劳动教育的内涵进行澄清,

对劳动教育的本质进行再认识,对劳动教育的外延进行拓展,在“固本”与拓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探寻我国

劳动教育的可行路径。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当引导学生在切实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掌握日常生活技能,培养

学生的生产性和服务性劳动技能,让学生在身体力行中体会劳动的乐趣,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充分发

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化解目前我国劳动教育被淡化、被曲解、被架空

等问题,推动“五育”并举协调发展,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注重三个方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守初心,回归劳动教育的本质,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综合育人功能;创新劳动教育课程形

态,划清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劳技教育的界限,构建促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开展

研学旅行活动,促进劳动教育与新兴产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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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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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布,明确指出新时期的劳动教育应“充分认识

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

劳动教育的新要求,全面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

劳动教育体系。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

务新变化。深化产教融合,改进劳动教育方

式”[1]。全面加强劳动教育,亟须改变我国劳动

教育领域长期以来所出现的诸如“体脑分离”、
职业教育痕迹过重、劳动教育被虚化等固有顽

疾,从而形成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充分发

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全面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

  一、发展历程:我国劳动教育的阶段划

分和渐次改进

  我国劳动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历经了

三个阶段,即古代封建社会“体脑分离”的劳动

教育、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以及共产党领导之

下“教劳结合”的劳动教育。不同阶段在呈现

其主要特征并表现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继承

性与改进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劳动教育内涵

认识的分立、劳动教育的外延被窄化等问题。
(一)“体脑分离”:封建统治下劳动与教育

的机械叠加

原始社会时期,劳动和教育相伴相生、尚
未分化,其关系可以概括为劳心与劳力的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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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剩余产

品的极大丰富,部分文化知识的掌握者得以从

体力劳动中脱身,心与力、体与脑、阶级与阶级

之间逐渐分化对立。步入封建社会之后,科举

制的确立与深化使我国逐渐形成了“学而优则

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畸形的劳

动观。古代的教育机构为培养“从政君子”,亦
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体力劳动”则被视为

底层人民特有的标识,诸如“技艺、技巧”等体

力劳动更是被称为“小人末技”“奇技淫巧”。
因此,“劳动教育”并不存在于封建社会的教育

体系之中,只是作为底层人民生产生活中的经

验传授的方式而存在。
然而,劳动作为底层人民的基本谋生手段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凭借这股生命力在被官

方意识形态忽视与鄙视中求得了劳动教育存

在与发展的途径。依托于我国独特的农耕文

化所形成的“耕读传家”思想,便是我国封建社

会劳动教育的具体呈现。“耕读”是指一种白

天劳作晚上读书的生活方式,自初创以来就被

众多文人雅士所推崇,认为“耕读”不仅是一种

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融合着高尚情

怀、价值追求的修身之法,更是一种具有独特

价值的家庭教育方式。耕读传家的初心是质

朴的,它蕴含着世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理想人格的追求。但在劳动观念扭曲、科举制

度僵化的时代,耕读传家中的“耕”便成为了广

大劳动者摆脱体力劳动的方式、远离贫穷的救

命稻草。由此,耕读传家陷入了“体脑分离”的
怪圈。从形式上看,“耕”与“读”结合了劳动与

教育这 两 种 活 动,但 在 内 容 上 却 是“云 泥 之

别”,白日的“耕”与夜间的“读”完全是两码事,
因此耕读结合只能算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的机械叠加,与“体脑有机结合”的理想状态相

去甚远。这种耕是为了读、读是为了做官的封

建学习模式,便是我国当代社会广泛存在的轻

视体力劳动者、职业歧视、官本位、知识分子缺

乏创新思维等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劳工教育:民国时期劳动教育的典型

形态

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体力劳动与

脑力劳动的分界线在普通体力劳动者与知识

分子之间已然形成沟壑。加之民国时期的社

会背景错综复杂,民族资产阶级兴起、统治阶

级内部派系林立、西方列强盘踞、生产资料掌

握在少数人手中,底层体力劳动者仍然处于被

剥削、被压迫的状态。幸而,与前一时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先进人士已经走出柏拉图所说的

“洞穴”,并具备了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现代教育

背景。他们结合民国时期劳工的生活状况与

社会问题,将劳动教育与中华之崛起相联系,
并进行了以劳工为对象的、旨在使劳工更高效

地参与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教育实践。如黄炎

培开创的职业教育、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
晏阳初践行的平民教育等,为我国劳工地位的

提升、扫盲运动的开展、生产力的提高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我国本土劳动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创生与发展。
相对于封建社会时期,这一阶段的劳动教

育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更为合理。
黄炎培曾指出:“劳工教育首先是要将劳工培

养成智、技、德、体等方面健全发展的人,具备

国民基本素质。”[2]民国时期劳动教育的终极目

的就是为资本主义工农商业发展培养所需的

劳动者。但由于社会性质的局限,劳工教育究

其根本是为了培养专精一职的技术人才,服务

于机械化大生产。久而久之,这样的培养目标

便导致了劳心与劳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

间的鸿沟,原本丰富的人逐步沦为大工业生产

中的一枚齿轮。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的

劳工教育已初步具备了劳动教育的特质,将劳

动教育的内容拓展到了智、技、德、体等诸方

面,并强调“劳工教育的内容要与劳工生产生

活密切关联,并与劳工教育目的相契合”[2]。此

外,陶行知先生也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倡
导劳苦大众在社会当中进行学习,提出了“社
会即学校”的观点,主张把“知行合一”作为劳

动教育的实践途径,强调在“劳心的基础上劳

力”,论述了手脑结合的重要性。鼓励民众在

维持生活所需的基础上学习与所从事的工作

相关的知识与技能,鼓励“半工半读”的生活与

学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与封建社会“耕读

传家”的主张相比,民国时期所倡导的“工读”
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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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耕读传家”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摆脱

体力劳动的方式,而“工读”则是为了培养个体

参与生产的劳动能力。因此,劳工教育的理论

与实践是对封建社会“体脑分离”式劳动教育

的超越,是我国劳动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但劳工教育没有真正认清劳动对于个体和社

会发展的内在价值,只是资产阶级提升劳动者

技能和劳动效率的手段,其弊端也是显而易

见的。
(三)“教劳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本

土化发展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只是资产阶

级提升劳动者技能和劳动效率的手段,那么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便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劳动教育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高度重

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重视综合技术教

育,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提高

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

人的唯一方法”[3]。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将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实施了以打破“体脑分离”、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为目的的全新的劳动教育。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高度重视教

劳结合的问题,并始终将着眼点放在通过教劳

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进而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服务上”[4]。1958年9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发布,明确提

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

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5]贯彻落实“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应鼓励各级

各类学校根据自身条件与优势开展丰富多样

的“教劳结合”实践。在高等院校中大力开展

科学研究,实行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结合的

“教劳结合”教育形式,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明了方向。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造就全面发展

的人”将我国对劳动教育的认识推向了新的水

平和阶段,但是这种认识并非一蹴而就和一帆

风顺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逐步推进、慢慢清晰的,甚至曾经走过一些弯

曲和迂回的道路。如“文革”时期的劳动改造,

推行“上山下乡、深入工厂车间”,在把劳动教

育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导致了劳动教育的异

化,让人产生了劳动教育等同于体力劳动的错

误认识,为 劳 动 教 育 烙 上 了 惩 罚 性 的 印 记。
“文革”之后,我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之下进

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从我国

基本国情出发,于1978年4月22日《在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学校是

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

有没有标准呢? 有的。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

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6]为将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

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努力提

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

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

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

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7]但由于受历史惯

性的影响,加上应试教育的积弊一时难以根

除,一些地方与学校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没能

准确领会劳动教育的精髓,导致劳动教育在应

试教育的侵蚀下逐渐边缘化,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也难逃被虚化的命运。社会上随之出

现了一系列的学生们不想劳动、不爱劳动、不
会劳动、鄙夷体力劳动等不良现象。

  二、价值审视:劳动教育的内涵澄清与

外延拓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

又一次被提及、进一步被夯实。为了落实新时

期劳动教育的方针政策,避免劳动教育在实践

中沉寂和虚化,迫切需要回到原点,对劳动教

育的内涵进行澄清。并且,“劳动教育”的外延

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而不断拓展。
为此,澄清劳动教育的内涵,对劳动教育的本

质进行再认识,拓展劳动教育的外延,主动与

第三产业相结合,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

要课题。
(一)内涵澄清:对劳动教育本质的再认识

劳动教育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其本质的重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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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召唤。经历了封

建社会、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一段时期的坎坷历程,社会上对于劳动教育的

内涵的误解与外延的扭曲沉疴已久。即使已

经处于21世纪,仍然有人认为劳动教育就是

“学工学农”,只有让学生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从事又脏又累的劳动才能起到育人的效果。
也有人被“职业教育”局限了视野,认为劳动教

育应该是指向就业的,其首要目的就是让学生

掌握一项或多项劳动技能。更有甚者由于受

到应试思想的毒害,把劳动教育当成是学生课

业之外的娱乐活动。因此,为避免劳动教育走

上弯路和歧途,我们有必要对劳动教育的内涵

进行澄清,对其本质进行再认识。“新时代加

强劳动教育,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教育的

简单‘回归’,更不是回到一度淡化课堂教学去

学工、学农、种地的模式。而是要在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提下,
系统设计由劳动价值观、劳动态度、劳动品德、
劳动习惯和劳动与知识技能有机组成的劳动

教育内容体系。”[8]165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产生

对劳动教育的片面认识与扭曲误解,真正发挥

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在实践中强化和推

动劳动教育理念落地生根,培养德“技”双馨的

综合性人才。
所谓的劳动教育,是指“在系统的文化知

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

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
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1]。
劳动教育应当引导学生在切实参与劳动的过

程中掌握日常生活劳动技能,在此基础之上培

养学生的生产性和服务性劳动技能,深化学生

的劳动体验,让学生在身体力行中体会劳动的

乐趣与价值。通过“劳动教育促使学生由学习

的‘旁观者’转变为‘当事者’”[9],主动地参与到

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逐步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弘扬劳动精神,
在学生心中树立起“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观念。教师

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劳动教育的内容与

形式,使新一代的劳动者成长为既能“诚实劳

动”又能“创造性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教师

还要准确把握劳动教育作为一种特殊教育形

式的独特价值,认识到劳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

在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同时让学生树立起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
(二)外延拓展:教育与第三产业劳动相结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劳动形态的更新,我国

的产业结构已经突破了以第一产业的农业生

产和第二产业的工业生产为主的传统格局,以
各类服务和商品交易为主的第三产业正呈现

出蓬勃发展之势。因此,开展新时代的劳动教

育,除了要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本质之外,还
要结合时代发展所需,拓宽劳动教育的外延,
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服务性劳动作为

第三产业的主要劳动形式应当成为当代劳动

教育新的风向标。在落实教育与第一产业和

第二产业相结合的基础上,促进教育与第三产

业劳动相结合,努力办好有时代特色的劳动教

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现时代的人来

说,工作和生产劳动已经远不是生活世界的全

部,一种在生产劳动之后尽可能愉快地享受幸

福生活,在工作之余有尽可能多的休闲娱乐时

间,更加具有吸引力,也更加具有生产性。”[10]

第三产业的兴起绝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它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指向人本身

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促进教育与第三产业劳

动相结合时,应该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兴趣与

需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而不是把人视为

促进社会发展的“能活动、会思考”的工具。
教育与第三产业劳动相结合作为劳动教

育的一种拓展形式———“教劳结合”,要求劳动

教育不能像之前那样一味强调体力劳动,应该

紧跟时代步伐、紧随时代潮流,为劳动教育注

入新灵魂、新思想,注重劳动教育内容的生活

性以及形式上的趣味性,提升学生对劳动的好

感度。第三产业作为服务业,与现代人的生活

息息相关。因此,通过教育与第三产业劳动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劳动教育,更能激发起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更有利于将所学内容

运用于占比越来越高并全方位服务于现代人

生活的第三产业的实践之中,做到手脑并用、
知行合一。教育与第三产业劳动相结合,能够

24



推动劳动教育的外延创新和拓展,有助于学生

从心底接受劳动课程,爱上劳动,理解劳动的

意义与价值。

  三、固本创新:劳动教育的本质回归与

发展取向

  固本强根基,创新增活力。对劳动教育的

内涵进行“固本”,对劳动教育的外延进行“创
新”,能够澄清劳动教育的本质,拓展劳动的外

延。为了化解目前劳动教育所面临的被淡化、
被曲解、被架空等问题,需要我们在“固本创

新”的基础上,坚守初心,回归劳动教育的综合

育人功能;创新课程形态,为劳动教育开展提

供主阵地;实施研学旅行,促进劳动教育与新

兴产业的劳动相结合。
(一)坚守初心:回归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

功能

劳动教育作为我党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创生伊始便被赋予了培养“体脑结合”
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

史使命。但回眸历史,劳动教育或因等同于体

力劳动而处于弱势地位,或随着政策的变迁而

摇摆不定,甚至因应试教育的影响而一度被架

空。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不断

推进,劳动教育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了党和

国家的认可与重视。2020年3月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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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

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1]推
进素质教育要始终坚持“五育”并举,加强劳动

教育,发挥综合育人功能。学界也为劳动教育

的开展和实施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如“劳动

教育要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既要

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也
要在德智体美四育中融入劳动教育元素,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五育相互渗透、相互促

进,共同育人”[11]。这就清晰地阐释了德智体

美劳“五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育的作用和地

位,为劳动教育综合育人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方

向和指引。
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我们都更加需

要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因为,社会

生产越来越朝着知识集约型、科学密集型方向

转化,人工智能工程师、数字化管理师等新型

职业不断涌现。新型职业要求劳动者不仅要

掌握广泛的普通文化知识,还应具备系统的科

学基础知识与综合技术知识。而这种规格的

人才培养是离不开“五育”的协同合作的。注

重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在掌握基础

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加强劳动教育,引导

学生积极参加劳动,不仅可以给学生提供综合

运用各科知识、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广阔天

地,而且可以通过劳动实践,加深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巩固,提升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的当下,劳动教育对于促进学生快速接受新事

物、新知识、新技术具有重要意义”[12]。劳动教

育是对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检验与整合,
是对这四育的促进与推动。因此,我们应该打

通“五育”之间的隔膜,主动将“劳动要素”融入

“五育”之中,发挥劳动教育立德树人、强身健

体、增智育美的综合育人功能,真正做到“学科

中有劳动、劳动中有学科”,确保在进行劳动教

育的同时不忽略学生对文化知识的吸收与运

用,引导学生综合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各项能力。
(二)创新课程体系:为劳动教育开展提供

“主阵地”和“次战场”
劳动作为对德智体美的检验、整合、发展

与超越,其独特的综合育人功能为它带来了独

特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劳动教育陷入被误

解、被弱化的困境。在应试教育背景之下,劳
动教育往往依附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即使有

部分学校敢为人先,创建了专门的劳动教育课

程,也无法从根源上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解
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学校更加侧重于科学

文化知识传授,已有的劳动教育目前还都停留

在单纯的观念式教育层面,劳动教育课程中的很

多内容存在表面化、虚化的问题”[8]188。
新时期想要办好劳动教育,必须在“固本”

的基础上“创新”劳动教育课程形态,划清劳动

教育与职业教育、劳技教育等教育形式的界

限,构建促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劳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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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体系。柳夕浪先生就曾把劳动教育的

专门课程誉为“劳动教育的主阵地”。他说:
“劳动教育主阵地没了,也就谈不上有自己的

教育体系。劳动教育要在构建并完善专门课

程体系上下功夫。”[11]因此,在各学科课程中渗

透劳动教育要素的同时,学校应开设专门的劳

动教育课程,落实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渐

向全学段、向全社会扩大劳动教育的影响力。

2020年3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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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确

指出:“根据各学段特点,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

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1],坚持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力图改变近年来劳动教

育被淡化、弱化等不良现象。这一指导性文件

根据当下产业结构的划分将劳动形式归纳为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
当下开设劳动教育专门课程提供了可供参考

的阶段性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
专门的课程是实施劳动教育的“主阵地”,

但是劳动课程的开设也不应被禁锢在“专门”
之中,还应该开辟劳动教育的“次战场”。独立

的课程固然是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支撑,但是

劳动教育本身的特点和全国普遍缺乏成功示

范案例的现状,也要求学校能够因时因地制

宜,创新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广大教育者应打

开视野,关注劳动教育的新形态。“劳动教育

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简单的认知性学习(“进课

堂”),而应当特别关注各学科的间接教育、隐
性课程等教育形式……特别关注综合课程、实
践性学习、社会服务、终身学习、智慧学习等教

育理念的落实。”[13]为此,各地要将劳动要素有

机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的整体规划之中,依据各

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变更劳动教育课程形

态,形成开放综合、针对性强、与时俱进的劳动

教育课程体系。
(三)实施研学旅行:促进教育与新兴产业

的劳动相结合

研学旅行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游学活动,
“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
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

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

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

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14]。
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提

升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早在2014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就提出明确要求:积极开展研学旅行,将
研学旅行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按
照教育为本、安全第一的原则,建立小学阶段

以乡土乡情研学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研

学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研学为主的研学

旅行体系”[15]。为此,各地应该鼓励中小学校

依托当地自然风光、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企业

工厂等建立系统化的研学旅行服务系统。鼓

励旅游企业打造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

联盟,在带动地方经济的同时,创新文化旅游

产品,为劳动教育与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提供

广阔的天地。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

里路”的说法。对学生身体力行的要求是劳动

教育与研学旅行先天的契合点。首先,劳动教

育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综合性,强调学

生在亲身经历中养成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感
受世界的变化与发展。其次,研学旅行涉及的

内容十分广泛,乡土文化、人文地理、文化遗

产、企业工厂等,都是对学生实施劳动教育的

重要资源。研学旅行不仅能在实践的过程中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还能促进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因此,依托研学

旅游展开劳动教育,是拓展劳动教育的外延、
促进教育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中
国研学旅行发展白皮书2019》也显示,研学旅

行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所接受,其多

样的内容与丰富的形式,强化了劳动教育的针

对性与实效性,也为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提供了

更多可选项。因此,以第三产业为切入点,实
施研学旅游不仅能够提升劳动教育的效果、丰
富劳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更是为教育与社会

良性互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供了新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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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SeparationandNarrowingtoConsolidatingandInnovation:
TheDevelopmentProcessandValueOrientationofLaborEducationinChina

ZHU Wenhui,XUJiamei
(Facultyof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laboreducationinChinacanbedividedintothreestages,whicharein-
heritedandimprovedthroughthehistoricalstagesofthe“body-brainseparation”underthefeudal
rule,thelaboreducationintheRepublicofChina,andthe“integrationofeducationandlabor”under
theguidanceofMarxisteducationconcept.Thealternationofthethreestagesreflectsthemisunder-
standingoftheconnotationandthenarrowingoftheextensionoflaboreducation.Thesolutionto
theseproblemsurgentlyexistsinareturntotheoriginalpoint,whichistoclarifytheconnotation,re-
understandtheessence,expandtheextensionoflaboreducation,andcontinuetoinnovateonthebasis
of“consolidation”andexpansion,inordertoexploreafeasiblepathforlaboreducationinChina.La-
boreducationinthenewerashouldguidestudentstomasterdailylifeskillsintheprocessofpartici-
patinginlabor,cultivatestudentsproductiveandservice-orientedlaborskills,allowstudentstoexpe-
riencethejoyoflaborinactualpractice,andestablishthevalueof“laborglory”.Thefunctionofcom-
prehensiveeducationoflaboreducationshouldbefullyachievedtoimprovethecomprehensivequality
ofstudents.TosolvethecurrentproblemsofChinaslaboreducationthathasbeenbelittled,misun-
derstood,andemptied,andto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fiveeducations”,labored-
ucationinthenewerashouldfocusonthreeaspects.Firstly,guidedbyXiJinpingThoughtonSocial-
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Era,weshouldsticktotheoriginalaspiration,returnto
theessenceoflaboreducationandgivefullplaytoitscomprehensiveeducationfunction.Secondly,we
shouldinnovatetheformoflaboreducationcurriculum,drawaclearlinebetweenlaboreducationand
vocationaleducationorlabortechnicaleducation,andbuildalaboreducationcurriculumsystemthat
combinesmorality,intelligence,physicaleducation,artandlabor.Finally,weneedtocarryoutre-
searchandstudytravelactivitiestopromotethecombinationoflaboreducationandemergingindus-
tries.
Keywords:laboreducation;industry-universityintegration;laboreducationcurriculum;research-stud-
ytravel;nurturingvirtuethrough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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