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9卷 第1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1月
Vol.49 No.1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an.2023

DOI:10.13718/j.cnki.xdsk.2023.01.017 教育研究

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培养
“真正的人”的三重逻辑与时代价值

孙 丹1,3,徐 辉1,2

(西南大学1.教育学部;2.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3.国内合作处,重庆400715)

摘 要:为社会主义培养“真正的人”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体系的终极目标,而劳动教育是达成

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苏霍姆林斯基深刻审视劳动教育与培养“真正的人”的内在关联,系统诠释了劳动

教育培育“真正的人”的公民品格、提高“真正的人”的综合能力和丰富“真正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三重逻辑。

在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被赋予锻造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使命,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契合苏霍姆林斯

基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的三重逻辑。因此,重温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的理论与实

践,对于推进我国劳动教育深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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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跃迁,劳动与劳动教育的内涵与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并被赋予新的使命与要求。

为了科学认识与发展新时代劳动教育,需要深刻把握劳动育人的内在逻辑,在总结和借鉴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新形势再思考、再出发。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人的全

面发展是核心,劳动教育是基础,为社会主义培养“真正的人”是终极目标。那么,“真正的人”内

涵是什么? 劳动教育如何能够培养“真正的人”? 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思想对当前我国劳动

教育有何现实意义? 对这些问题做系统的梳理,有助于丰富有关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的

认识,助力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劳动教育。

一、“真正的人”及其与劳动教育的关联

(一)“真正的人”的涵意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一个“真正的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应该拥有丰富和高尚的精神

世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具备过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他认为,“真正

的人”是“具有和谐的多方面精神生活的人”[1]180,并强调“真正的人”的精神世界“是与最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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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与追求,是与人类的职能、美感、情感的财富与成果息息相关

的”[1]180。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人要有一种精神———人的精神,这种人的精神会在对待他人和自

己本人的态度上,会在分明爱憎,在善于看到理想并为之奋斗方面表现出来。”[1]196梳理归纳苏霍

姆林斯基对于“真正的人”的阐释,“真正的人”的内涵主要包括:有自尊,珍惜自己的荣誉和名声,

追求道德的完美;有丰富的智力与创造才能,有发展自己智慧的强烈意愿;有对美的追求,能够积

极地发现美、创造美;热爱劳动,对劳动怀以崇高敬意;有健壮的体魄。人能够成为人,究其根本

是摆脱动物性而向人性方向发展,劳动是面向人的精神成长的实践活动,帮助人从不成熟走向成

熟[2]。人来到世上,是劳动把人造就成真正的人,且劳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是人全面发

展的重要基础。“我们每个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显示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为崇

高理想而奋斗的参加者、一个对邪恶深恶痛绝的人、一个公民和祖国的捍卫者、一个为别人创造

幸福的人、一个成了家的人、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集体主义者、最终是一个有

思想的人。”[3]821综上所述,“真正的人”是具有良好的公民品格、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综合能力、

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

(二)劳动教育与培养“真正的人”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进行了创造性思考与实

践[4]。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劳动是生活的基本内容,是人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快乐的源泉,

是获得个人荣誉和尊严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感受到身为社会主义公民的

自豪感、自尊感,劳动不仅使人具备生活必需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能使人发挥自身的聪明才

智和创造力,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没有劳动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教

育”[5]127,但是,“劳动”并不直接等同于“劳动教育”[6]。苏霍姆林斯基深刻认识“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直接关联,并在帕夫雷什中学开展一系列劳动教育实践。他的

理论与实践为我们深刻诠释了如何使“劳动”具有“教育性”,如何让“劳动”成为“劳动教育”,如何

通过“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苏霍姆林斯基特别重视通过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可以

说,劳动教育在苏霍姆林斯基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席位。他结合在帕夫雷什中学的实

践经验,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阐释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法与途

径,并围绕培养“真正的人”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构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劳动教育体系。社会主义

需要全面和谐发展的建设者,而劳动是人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与道德、智力、体力及美感的发展

唇齿相依。劳动教育不是简单地将课堂知识进行巩固和检验,而是要充分发展人的综合能力,发

挥人的创造力。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劳动教育对培养“真正的人”具有多方面的功效。

二、劳动教育培育“真正的人”的公民品格

(一)劳动教育可以培养“真正的人”的社会责任感

苏霍姆林斯基重视人的群居社会属性,指出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对别人产生影响,一个有社

会责任感的人要明白想做与能做之间的界限,尽可能使周围的人感到幸福。一个人的品格体现

于做人、做事、共处等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而劳动教育对于培育和完善个人品格具有重要意义[7]。

劳动是公民的首要义务,只有参加劳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不劳动就不能生存”这一道理。帕夫

雷什中学的孩子们从七八岁就开始开荒种植果树,到孩子们十二三岁的时候,经过精心培育的果

树已经长成一大片果园。孩子们在劳动过程中提升技能、增强意志、发挥创造力,明确了自己是

一名劳动者,懂得了不劳动无收获,体会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教育还培养了孩子们对有生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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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关怀、怜惜之情。帕夫雷什中学的孩子们关心严冬无处栖身的小山雀,想办法为它们寻找栖

身之所;担心小树无法抵御严寒,给予它们措施保护。苏霍姆林斯基说:“为每一个人培养起善

良、诚挚、同情心、助人精神及对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事物的关切之情等品质,是学校教育的基本

的起码目标。”[8]247这是对人的责任感的培养,也是对人的公民品格的培养。

“当男女青年吃着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面包,穿着用自己的劳动报酬换来的衣服的时候,他

们一定会懂得人的劳动价值,一定会尊重劳动和劳动的人们,一定会理解个人对家庭和集体应负

的责任。”[5]322劳动使人明确自己的公民身份,体会作为公民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劳动让人获得

生存所必须的“面包”,同时提供展现才智、实现创造的“舞台”。劳动让人感受劳动的艰辛,体验

为创造物质财富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帮助人树立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思想。劳动者在劳动中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其作为公民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得以不断强化。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

开展的劳动教育实践证明,劳动教育能够培养青少年认真对待生产劳动、严格遵守纪律、珍惜公

共财产、尊重劳动人民、孝敬父母等可贵的公民品质。

(二)劳动教育可以培养“真正的人”的集体精神

集体主义精神源自集体劳动。集体成员对自己、对别人、对周围一切负责,在劳动上、智力上

和思想上形成统一,在自己发光的同时照亮别人,集体主义精神便得以产生。参加集体劳动、接

受劳动教育、感受人与人之间相互需要有助于更好地完成劳动创造。帕夫雷什中学的孩子们在

集体生活中为达到共同的劳动目标而努力[9]536-537。他们在集体劳动中展现自己的能力,接受别

人的评价,并被赋予评判他人的权利。人在劳动集体中通过分工与合作、冲突与对抗,达成相应

的规范秩序,呈现出明显的社会特征;各种伦理、制度、组织使人们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交

往,并逐渐内化为人的思维、心理和价值原则[10]。因此,集体劳动不仅可以培养人的集体意识、

责任感和首创精神,还能提高人的思想成熟性、公民积极性和受挫能力。

集体劳动能够培育劳动者为集体、为社会、为人民而劳动的思想,帮助劳动者发挥劳动创造

性,督导劳动者服从集体要求、遵守劳动纪律。在帕夫雷什中学,“创造精神”“服从”“纪律”不仅

仅是口号,而是贯穿于孩子们的劳动教育过程中的理念[5]16。劳动教育的过程培养了孩子们的集

体主义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劳动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还是为集体、为社会、为他人应

尽的义务。只有让孩子们尽早参加集体劳动,在集体中体会对他人的需要是为了共同工作和创

造,那么他们的集体精神、世界观和劳动信念的一致性便得以达成。

(三)劳动教育可以培植“真正的人”的道德信念

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劳动是道德素养的本源,也是精神素养的基础。生活中的一切幸福和

欢乐都源于劳动创造,所以劳动教育对于道德和精神涵养至关重要。学校在发展孩子们的智力

和体力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培养他们对劳动的热爱,因为热爱劳动是重要的道德品质。当孩子们

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便会产生最初的公民自豪感。享受劳动创造的乐趣是一种道德的自我

教育和肯定。专注劳动,深入劳动,在劳动中克服困难、磨练意志、掌握知识的同时,自我教育就

已经开始了。一个人心灵具有崇高愿望,这种愿望就会对人的言行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并塑造

高尚品格,经历这个过程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要以德报德,在通过劳

动创造获得幸福和欢乐的同时,还要尽自己所能为他人创造幸福和欢乐。

信念,是通过劳动而获得的精神财富。具备“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获得幸福”的坚定信念,是

重要的道德特征[5]3。劳动教育也是思想教育的过程,是道德面貌形成的必要路径。人在劳动过

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劳动的创造,进而确立劳动创造幸福的坚定信念。那么,劳动便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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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领域自我肯定的重要途径。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只有在劳动中发挥思想的作用,一个人

才会对劳动产生极大兴趣。”[3]622开展为祖国、为集体、为人民而劳动的教育,对青少年明白作为

公民的责任使命、树立崇高的道德信念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劳动教育可以

使青年一代具备社会劳动生活的经验、拥有个人劳动生活的体验、掌握完成指定工作的技能技

巧,这三方面是他们在道德上成熟起来,并成功走向生活迈向社会的重要条件[5]185。

三、劳动教育提高“真正的人”的综合能力

(一)劳动教育能够发展“真正的人”的思维逻辑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育人方面相互完善、相互丰富、相互促进。脑力

劳动将探索世界与形成道德品质紧密结合,能够发展学生兴趣、丰富学生情感、坚定学生意志、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脑力劳动的习惯养成能够使人更机敏地将聪明才智运用到生产劳动之中,但

是过度推崇脑力劳动蕴藏着忽视体力劳动的危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应当有机结合,使劳动

者在生产劳动中更好地运用智慧,提升认知能力,增强劳动内生动力[5]78。劳动将双手与思维结

合起来,能够促进手脑并用、活跃大脑、强化系统思维、实现以劳力促劳心。人在劳动中体会思维

的复杂性与创造性,感受智力生活的欢乐,成为有智慧的劳动者。通过劳动,人的创造性思维得

以展现,精神生活得以丰富。

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人类需要物质生产劳动,也需要精神生产劳

动[11]。帕夫雷什中学具备良好的劳动教育物质基础,有生物实验室、果园、畜牧养殖场、校办工

厂等各式各样的劳动基地。孩子们在学校里参加各式的兴趣小组,依托各种劳动基地从事创造

性劳动,并在劳动的过程中进行探索和思考,认识世界、认知自我、发现真理,进行劳动创造,揭示

大自然的奥秘,在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实现了精神生产劳动。实践证明,让孩子们参加多

种形式的创造性劳动可以开发智力、提升创造力、锤炼思维能力。双手的劳动与思维的创造是紧

密联系的,智慧出在手指头上,手巧促进心灵,心灵促进手巧。劳动创造是发展智力的强烈刺激

因素,应当在劳动中思考,在思考中劳动。劳动与思考的有机融合能使学生们更深刻地理解知

识,形成创造性思维,丰富精神生活。劳动与思考的有机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创造性劳动的开

展。劳动与思考有机融合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创造性思维指导劳动有效开展,劳动促进创造性

思维提升发展。这样的融合不仅能够帮助掌握不易发现或理解的现象与内涵,还能促进达成不

易实现的劳动目标。

(二)劳动教育能够强健“真正的人”的体质体能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少年和青年是身体发育的两大重要时期,要高度重视学生在少年和青年

时期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体魄健全、精力充沛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决条件,要着力增强

学生体质,提升学生健康水平,让学生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技能方法,养成持之以恒的锻炼习惯。

在帕夫雷什中学,体力劳动锻炼成为强健学生体魄的重要途径。即使在零下十度的寒冬,苏霍姆

林斯基也坚持让孩子们参加户外劳动,他坚信这样的劳动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预防感冒,还能

使孩子们神经兴奋、消除学习疲劳。而让孩子们参加一些嫁接、编织等需要集中精神和细心操作

的劳动,能够提高他们的专注力,尤其是对那些好激动、神经质和容易心绪不宁的孩子大有裨益。

劳动不仅能增强人的体质体能,也有助于塑造完美体魄。人在劳动过程中将体力与技能技

巧有效结合,展示优美协调的身姿动作,强健身体的同时锻炼了体型体态。苏霍姆林斯基组织帕

夫雷什中学的学生们集体开展栽植树苗、嫁接果木、掩埋葡萄藤等手工劳动,组织高年级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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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生产用房、文化生活用房等建筑的手工砌砖劳动。通过观察发现,从事这些劳动的青少年经过

一段时间后都展现出身体发育良好、体型匀称美观、善于巧用体力等优势特点。苏霍姆林斯基在

帕夫雷什中学的劳动教育实践证明,有规律的经常性劳动可以使孩子们身体健美、动作协调,有

助于培养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三)劳动教育能够升华“真正的人”的审美素质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是一切智慧与美的基础,要引导孩子们通过劳动创造塑造美,不仅

要塑造外在美,同时还要塑造内在美。他竭力使孩子们看到美、感受美,将美内化为精神世界的

一部分。美使人高尚,美是生活的欢乐。当人通过劳动创造了美,他会变得高尚并体会到劳动带

来的欢乐。帕夫雷什中学的孩子们从事各式各样的劳动,不断完善技能和技巧,追求外在美;孩

子们收获粮食、摘下果实的瞬间,切实体会到劳动带来的回报与欢乐,感受内在美。劳动的快乐

源自劳动的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也塑造了自身的美。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在人性美的概念

中,我们摆在首位的是心灵美,即忠于信仰、人道主义和不容邪恶。”[8]545劳动有助于塑造人性美,

人性美在劳动中体现得最为鲜明。人们在劳动集体中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共同劳作,培养集体

荣誉感、建立融洽关系、感受并拥有人性的美好。自然界、人际关系、精神范畴的美会激起人对劳

动创造的热情、对无私奉献的追求,这些是公民的可贵品质,也是“真正的人”的内在追寻。

苏霍姆林斯基提倡将劳动教育与艺术审美进行融合,鼓励并引导孩子们阅读关于劳动的文

学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孩子们了解劳动者的精神世界,构建理想劳动生活的生动形态,坚定

劳动志向,涵养劳动精神。他还非常重视孩子们对环境美的直观感受,让他们在校园里处处都能

看到怡人的景致,使他们认识到辛勤劳动可以让环境美好。帕夫雷什中学的孩子们进入教学楼

前需要擦洗两次鞋,各种通道总是保持绝对干净,即便是下雨天,孩子们的鞋上都不会沾染泥泞。

孩子们通过自我服务式的劳动保持了校园的干净整洁,产生了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增强了创造美

的责任感。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力求使每一个学生把自己美好的精神品质倾注到所创造的财富

中去,把自己‘物化’在劳动中,使他热爱劳动过程本身,感受创造性活动的美。”[8]246劳动不仅能

创造美、展现美,还能带来美的乐趣、美的享受与美的责任。

四、劳动教育丰富“真正的人”的精神生活

(一)劳动教育有助于发展“真正的人”的志趣爱好

开发学生能力、了解学生志向、发展学生个性是教育的重要旨趣。如何在教育实践中点燃孩

子心中的志趣之火?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让孩子们参与劳动实践,通过劳动实践发现自己喜欢

的工作并明确自己的志向。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志向是培养而成的,而培养志向的成效大小,在

很大程度上要看劳动进入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度以及劳动与思维在其中的融合程度。”[8]503人只有

在劳动中才能体验劳动的欢乐、实现劳动的创造、发现自己的才能和展示自己的个性。人通过劳

动可以变得高尚、学会自律,合理安排生活,并拥有志趣爱好。

帕夫雷什中学的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愿组成各式劳动小组开展集体劳动。这种形

式的劳动有助于充分发挥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创造才能,有利于充分展现劳动榜样的力量。培

育志向的过程,是充满激情与挑战的过程。劳动教育培养的顽强精神、坚强意志与攻坚能力对于

志向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苏霍姆林斯基特别强调,劳动教育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有助于培养发展学生个人志趣爱好,激发他们对劳动的热爱,应当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的个人志

向与兴趣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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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教育有助于增强“真正的人”的尊严感

苏霍姆林斯基郑重指出:“为人民、为集体、为社会、为未来而劳动,这是形成道德意识、道德

感情、特别是个人的荣誉感和尊严感的重要源泉。”[9]659有尊严的人善于明辨什么是体面的,以及

什么是不体面的。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劳动是培养尊严感的基础,让劳动者认识到劳动光荣、

不劳而获不体面是培养尊严感的核心。人通过劳动展现力量、智慧和创造,体现文化、内涵和修

养,不仅能使劳动者获得精神情趣和生活意义,还能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自尊感。人通

过劳动找寻真理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不断深化对自己公民身份的理解,不断强化作为

公民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深刻认识通过劳动不仅能获得生存必需的物质,还可以展现自身的才华

和创造。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智慧、技艺和对事业无私的热爱变为劳动的

物质成果,他会享受到光荣感、自尊感,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3]634劳动教育要充分激发人的劳

动积极性,将其引入创造性劳动的世界,使其感受到作为“真正的人”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劳动集体成员身处特定的劳动关系网络,关心共同的劳动事业,为了集体劳动目标而努力。

每个集体成员承担的个人劳动任务都是集体劳动的一部分,每个集体成员对其他集体成员负有

一定责任。劳动集体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评价,他们的劳动表现不仅关系着自己

的劳动回报,同时也影响着他人的劳动回报。苏霍姆林斯基指出,集体成员“关心集体与同志们

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品评,经常去追求道德上的完美,感受理想、高尚道德情操的魅

力、吸引力”[12]。通过劳动付出获得正向评价不仅使集体成员之间关系更加紧密,还能增强成员

的自我认同感与尊严感,激发劳动积极性[5]77。劳动集体的评价和反馈能够加深“真正的人”对劳

动社会性的认识,增强他们的个人价值感、尊严感和责任感,激励他们在劳动生活中为了集体利

益而更加努力。

(三)劳动教育有助于提高“真正的人”的幸福感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幸福和快乐都是劳动创造的,而且只能用劳动来创

造。”[3]632他强调,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应该追求精神生活的幸福,享受劳动创造的欢乐。劳动

教育要以人的幸福生活为旨归,提升人的生存能力,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幸福是基于客观世界,

来自精神层面的主观感受。真正的幸福源于创造,源于在劳动创造中得到满足,源于在展示才能

中得到满足,源于在实现自我价值中得到满足[9]226-227。劳动教育本质上是指向人的精神活动,通

过“创造幸福”和“成为幸福”的双重逻辑,能够帮助实现生命幸福[13]。通过劳动为他人带来幸

福,实现自我价值,自己也能成为幸福的人;没有劳动,即便物质极度丰富,也仍然是精神赤贫。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劳动教育能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民在童年就体会到劳动的欢乐、创造的

欢乐、建树的欢乐、奉献的欢乐。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体力的付出、创造力的发挥、智力的运用能

够使人感到精神层面的愉悦和道德层面的满足。通过劳动,人们实现自身想法、展现自身价值、

明确自身责任、产生对劳动过程改进提升的期望,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断被激发。通过

劳动,人们建立起社会联系,在交往中展现自己的价值,收获成就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当人将自

己的体能、智慧、情感和意志都投入生产劳动之中,哪怕平凡细小的工作都会成为他们快乐与幸

福的源泉。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让孩子们在劳动中拥有欢乐、幸福以及对世界的美好感受是培

养“真正的人”的重要前提,也是教育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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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的时代价值

(一)发展劳动教育是我国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

步入以信息化、数字化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社会变革对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形式提出新的要

求。劳动教育是包含生存教育、创造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综合育人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人类实现自由发展的重要途径[1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15]。这一思想将劳动教育提升为我国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明确了新时代教育的

逻辑起点是对“人”的全面培养。2020年,《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

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意见》同时指出,“近年来一些青

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

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16]。如何有力回应劳动异化和劳动教育的缺失、错位,如何通

过高质量的劳动教育服务年轻一代的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教育的重要关切。

劳动教育不仅有劳动,还包括教育,重视并挖掘劳动的育人价值是发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核

心要义。劳动育人的重大意义在于使人通过劳动展现能力和天赋,获得尊严、欢乐和丰富的精神

生活[17]。教育部关于《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强调:“关注学生劳动过程中的体验

和感悟,引导学生感受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增强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18]劳动教育不

仅应当帮助学生掌握劳动技能、培养劳动态度,还应当提升学生幸福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将劳

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体系之中,彰显了劳动教育在全面育人中不容忽视

的重要作用。劳动教育既是与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教育内容,又是全面发展学生德智体美素养

的教育形式[19]。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劳动教育不仅具有独特的

育人功能,还能够渗透于其他四育协同育人,对人的培养既具有个体意义,还具有社会意义,是实

现新时代我国教育根本目标的重要着力点。

(二)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思想仍具现实意义

苏霍姆林斯基通过劳动教育培养的“真正的人”,是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理想、有能力、有个

性、关心他人、关心集体的社会主义公民,而不是只有知识、有职业、会工作的庸庸碌碌的人。“真

正的人”具有和谐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方面体现了人性的内在向往与本能追求,另一

方面回应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外在需求,是主客观的有机统一。“真正的人”的内涵品质是一名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具备的,而劳动教育是培育这些内涵品质的重要途径。苏

霍姆林斯基深刻诠释了劳动教育对“真正的人”的培养,并在帕夫雷什中学进行了有效的教育实

践。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创造生活,并带来荣誉、尊严和个人幸福,劳动赋予劳动者灵巧的双

手、聪明的头脑和创造的欢乐;劳动教育能够帮助劳动者将头脑与双手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劳

动,在劳动过程中找到满足个人精神需要的源泉,在道德上感到深深的满足,在艺体素养上得到提

升;当一个人具备了高尚的品格、良好的能力、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么他便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指出,苏

霍姆林斯基“以人为本”和“全面育人”的教育思想为今天的教育事业带来四个重要启示:一是要

相信每一个孩子;二是要以培养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三是要让学生的爱好与个体优

势得以充分的发展;四是要慎重地对待评价与实施惩罚[20]。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理解和把握

劳动教育的崭新意蕴,探析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育人观的现实价值,有助于我国劳动教育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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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与实践开展。有学者认为,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既要展示出树德、

增智、健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还要体现出在国民素养的培育中所具备的德智体美四育无可

替代的独有价值[19]。还有学者认为,新时代劳动教育要重视劳动对身体的解放,对审美化生存

的美育,对意志力与勤劳刻苦精神的培养,对自尊、自重和自信的维护[21]。由此看来,新时代劳

动教育的价值取向与苏霍姆林斯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的公民品格、提高“真正的人”的综合

能力、丰富“真正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三重逻辑相统一。因此,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培养“真正

的人”的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背景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借鉴“真正的人”培养思想打造新时代劳动教育特色

劳动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根本遵循,也是锻造时代新人的重要抓手。在新的历史时

期,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优势需要”更多地聚焦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劳动可以帮

助人在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展现价值、实现创造,理解并获得积极的人生意义。劳动不仅具有

工具性的外在价值,更具有存在性的内在价值,越来越成为人最重要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因此,

新时代劳动教育要发展人的劳动能力,培育人的劳动观念、思想和品质,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苏

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要义是培养“真正的人”,而劳动教育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

途径。苏霍姆林斯基通过劳动教育培育“真正的人”的劳动技能、劳动习惯、劳动情感和劳动精

神,提升“真正的人”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将“真正的人”缔造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劳动教育

不仅是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真正的人”的发展需要。

新时代劳动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围绕“劳动”开展教育实践,是为了培养契合时

代的劳动者,强调劳动实践的主体性[2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培育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其重要特征体现为“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

创新”[23]。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培养“真正的人”的思想深入阐释了劳动教育对培育公民品

格、提高综合能力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与新时代劳动教育培德、益智、健体、审美等价值

旨归相统一。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育人观的理论意蕴和实践意蕴对于深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

色劳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和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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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ipleLogicandAgeSignificanceofSuhomlinskysThoughtAboutLaborEducationinCultivating“RealPeople”

SUNDan1,3,XUHu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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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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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fficeofUniversity-LocalAuthoritiesCooper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ocultivatge“realpeople”forsocialismistheultimategoalofSuhomlinskyseducationaltheoreticalsystem,
andlaboreducationisanimportantwaytoachievethisgoal.Suhomlinskyprofoundlyanalyzedtheinternalrelationship
betweenlaboreducationandthecultivationof“realpeople”.Hesystematicallyinterpretedthetriplelogicoflaboredu-
cation:cultivatingtheciviccharacterof“realpeople”;improvingthecomprehensiveabilityof“realpeople”;enriching
thespirituallifeof“realpeople”.Inanewcontext,laboreducationisentrustedwiththemissionofcultivatingwell-
roundedpeoplefornewera.ThevalueorientationoflaboreducationisinlinewithSuhomlinskystriplelogicoflabor
educationtocultivate“realpeople”.Therefore,revisitingthetheoryandpracticeofSuhomlinskyslaboreducationto
cultivate“realpeople”hasimportantenlightenmentforpromotinganddeepeningthedevelopmentoflaboreducationin
China.
Keywords:Suhomlinsky;laboreducation;“realpeople”;triplelogic;age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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