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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 
与学生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郑  杰

崇左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崇左

摘  要｜随着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劳动教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学课程体系中愈

发重要。本文以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等方法，探讨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

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发现劳动教育实施路径主要包括课程体系构建、实践平台建设和考核评价机制建立

等方面，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校重视程度、师资队伍水平、学生劳动素养和社会环境支持等，有效的劳动

教育实施路径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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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一项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养成劳动习惯的

教育。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

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

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劳动教育作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

中、小学中的课程体系中愈发重要，本次讲话对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制度做出了顶层设计。2020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也在新时期重新把劳

动教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开展劳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同时，《意见》的配套文件《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劳动教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等问题。

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平台，劳动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

想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毕业大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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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万，比2021年增长167万人，一些大学生毕业后逃避就业的现象层出不穷，在校大学生也出现

了不想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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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劳动教育不仅仅

是让学生多做些家务、多到田间地头去拔草、浇花，或者在学校打扫卫生［2］，在高校中不应该只重

视专业学习，更应该努力发掘劳动的实践教育、与专业的融合教育，以及劳动教育的多维功能，尤

其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任［3］。在高职院校加强劳

动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需要，更是促进其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的关键。然而，当前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挑战和问题，如劳动价值观弱化、产教融合程度不高、

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等。

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将心理健康具体定义为 “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

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10］。个体的心理发展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

的结果，生理发展为个体的心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通过劳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素质，

进而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心理健康的个体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和自我效能高，有利于在劳动

教育中发现生活美，理解劳动教育的意义。

1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发展现状

很多学者围绕劳动教育的重要作用开展研究，冯颜利认为重视劳动教育有助于人们实现个性及能

力的全面发展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4］，费晓丹认为劳动教育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职技能人才，

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具体来讲学生能够在创新的劳动教育方法中掌握扎实的劳动技能，养成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树立正确的劳动观［5］；窦美婷认为高职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通过职业精神与劳动

教育课程融通教育，培养高职学生文化涵养和劳动价值观，从而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与担当

意识，让学生在多样化劳动实践活动中体现和强化职业精神［6］；王飞等人认为相比重点大学和普通大

学，高职院校学生更加注重通过劳动教育提升劳动技能，这与高职院校学生主要面向技术相关领域就业

的现状相一致［7］；曹红和刘洁认为劳动教育对实现产教融合，实现知行合一，适应科技发展及产业变

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习惯、劳动思想、劳动情感、劳动灵魂［3］；蒋丽

君认为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明确劳动教育目标，建立系统的劳动教学体系，处理好

理论与实践、价值观与技能、生活与工作的关系［8］。

部分学者研究了高职院校实施劳动教育的形式和评价体系，蒋丽君认为有报酬的实习是高职院校

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但报酬不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唯一标准［8］；王飞等人认为高校劳动教育开展情况

不容乐观，在评价体系中赋予了学分制，在公共包干区域的定期打扫和维护，由学生处、后勤处和学

生会等依据每周检查的结果评定学生劳动教育的得分，另外学生优秀文明宿舍获奖、寒暑假社会实践

活动等为评分依据，学生对当前高校开展的劳动教育总体满意度并不高［7］；王生雨等人认为以成长档

案的形式动态记录学生的劳动认知、行为习惯，以及在劳动与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并将其纳入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9］。

总之，众多的研究者发现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思维训练、行为习惯、职业精神

具有深刻的实践与教育意义，但是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总结的层面，劳动教育内涵的把握不够清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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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描述较为笼统，对高职院校的具体劳动教育课程设计、实施路径、影响因素等提出可操作性的研究成

果较少，尤其是学校、家庭、个人等方面对劳动教育的具体影响较为欠缺。

2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发展现状

身心健康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基础，高校在育人的同时也要关注育心。新时代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

良好的信息资源、环境资源，但是大学生心理特征结构化特性日益凸显，思想较为敏感、多变，且处

于不成熟与未成熟的转换时期，性格正逐渐定型，容易出现不良情绪，如果处理方式不得当，严重时

会导致心理障碍［11］，同时高职院校的生源结构较复杂，蔡新华认为从普通高中考入职业院校的学生

若是因为掉档别无选择而来，会出现极度的心理失衡和强烈的心理落差，若是因成绩一般而来会出现

学习适应困难的畏难心理；从职业高中考入的学生对于专业学习上的理论部分会感到难以适应；从中

等职业学校进来的学生心理年龄偏小，对于相对自由且自主的大学生活会有失控感［12］；杨文伟和臧

刚权针对陕西某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2019、2020年约40%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仇亚兰调查了某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结果发现当前的大学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女性

的心理健康状况逊于男性，且在精神疾病方面的差异存在显著性［13］；赵苗苗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学生的网络成瘾、人际关系矛盾、心理脆弱敏感、就业压力等

方面的问题明显增多［14］；俞晓霞经自编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总体上良好，但是在就业、

学业、人际交往、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15］；仲卫等人的研究发现近几年高校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重视程度有较大幅提升，开展了较多可操作性的相关心理辅导活动，促进了大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明显提高［16］。

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依旧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不良、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等心理问

题，目前高职院校在发挥心理专业性方面集中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心理咨询两方面，再有心理讲座、

主题班会等形式辅助实施，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但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高校心理育人工

作者来说，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认识劳动教育所蕴含的丰富心理育人价值，也是非常有

效的途径。

3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以某师范类高职院校为例

3.1  课程体系构建

高职院校应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以专业课程为主体、以通识课程为支撑、以实训课

程为补充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劳动教育内容，强化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在

通识课程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在实训课程中注重劳动技能

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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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融入劳动教育内容（部分）

Table 1 The embodi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part)

课程 劳动教育融入点

儿童心理学
通过分析小学生的劳动心理和劳动态度，探讨如何在教学中有效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劳动观
念，为劳动教育的实施提供心理学支持

手工 学习劳动模范精神，通过剪纸等手工技艺展现劳动模范风采

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
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讲解职业生活和劳动观念，拓展学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

教育实习与见习
安排学生参与小学教育的实际教学和管理工作，通过亲身体验教师劳动的辛苦和成就感，增
强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尊重

班级管理 引导学生关注劳动教育的融入，设计具有劳动教育元素的教学内容和班级活动

3.2  实践平台建设

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资源，打造实践育人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方式，建立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接受劳动教育。同时，学校还应积极开展校内劳动实践

活动，如宿舍卫生劳动、 校园集体劳动等，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团队协作能力。

表 2  劳动教育课程教学进度表

Table 2 Schedule of labor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周次 教学内容（章节、模块） 教学形式
1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学习劳动楷模、大国工匠的故事 理论+实践
2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学习劳动楷模、大国工匠的故事 理论+实践
3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建设文明宿舍，温暖校园你我 ”内务整理活动 理论+实践
4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建设文明宿舍，温暖校园你我 ”内务整理活动 理论+实践
5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学习劳动楷模、大国工匠的故事 理论+实践
6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向劳动者致敬 定格美好瞬间”摄影活动 理论+实践
7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向劳动者致敬 定格美好瞬间”摄影活动 理论+实践
8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学习劳动楷模、大国工匠的故事 理论+实践
9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光荣属于劳动者 幸福属于劳动者”采访活动 理论+实践

10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光荣属于劳动者 幸福属于劳动者”采访活动 理论+实践
11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学习劳动楷模、大国工匠的故事 理论+实践
12 责任区实践部分 + “讲述劳模故事 凝聚奋进力量”微视频活动 理论+实践
13 责任区实践部分 + “讲述劳模故事 凝聚奋进力量”微视频活动 理论+实践
14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学习劳动楷模、大国工匠的故事 理论+实践
15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建设文明宿舍，温暖校园你我 ”内务整理活动 理论+实践
16 责任区实践部分 + “建设文明宿舍，温暖校园你我 ”内务整理活动 理论+实践

3.3  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是保障劳动教育效果的关键。高职院校应制定详细的劳动教育考核方案，

将学生的劳动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

等，全面评估学生的劳动素养和劳动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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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劳动教育课程考核评分记录表

Table 3 Record of assessment and scoring for labor education courses

课程名称：大学生劳动教育           考核项目：思想理论+实践操作 

学生信息：         年级             专业       班               

考核模块 分值 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 分数

教师评价50%

20 考勤 无迟到、早退、旷课（20分）

30 平时表现
按时、按要求完成教师布置的理论作业（15分）
按时、按要求完成教师布置的实践作业（15分）

50 学习实践
《心得成长报告》中的思想成长变化（20分）
本学期实践活动中的整体表现（15分）
在同学中起模范带头作用（15分）

同组互评30%

25 考勤 无迟到、早退、旷课（25分）

75 平时表现

劳动态度（15分）
团队合作（15分）
技能掌握（15分）
创新与实践（15分）
自我反思与改进（15分）

自我评价20% 100 综合个人实际情况进行评分
总得分

4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影响因素

4.1  学校重视程度

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其实施效果。部分高职院校对劳动教育不够重视，导致劳动教

育流于表面和形式，无法真正融入职业教育体系。因此，学校应提高政治站位，将劳动教育置于立德树

人的高度，加大投入力度，以赛促课，确保劳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4.2  师资队伍水平

师资队伍水平是制约劳动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应配齐配强劳动教育专兼职教师，加强

师资培训和管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学校还应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活

动，外出学习积累劳动教育课程设计经验，提升教师的实践经验和指导能力。

4.3  学生劳动素养

学生的劳动素养直接影响劳动教育的实施效果。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存在劳动意识淡薄、劳动

技能欠缺等问题。因此，学校应加强对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和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和宣

传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

4.4  社会环境支持

社会环境对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也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进和社会对技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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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才需求的增加，高职院校应抓住机遇，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共同推动劳动教育的深

入发展。

5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有效实施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高职院校加强对学生劳动教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能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发挥积极的

作用，如树立学生的自立意识，增进情感交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等［17］。

贾晓静认为心理育人工作应结合高职学生心理特点，打造高质量的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校园文化，提高

学生的自我认同感［18］；周秩宇认为在全面促进教育事业改革转型的环境当中，需要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视程度并能够实际做到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在全面培养学生发展的需求下提升学生的劳动教育能力，

有效促进学生在劳动教育环境当中能够释放心理负面情绪，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19］；俞国良等人认为无

论是德智体美劳的“五育”，还是心理健康教育都是按照教育规律对人心理层面以道德、认知、情感、意志

等组成的内在系统的发展、维持和修护，心理健康教育与五育重拳齐发、双向建构，是铸造新时代大格局教

育，实施教育创新的一种重要探索和有益尝试［20］；唐洁等人认为加强高校劳动教育对大学生身体健康、心

理健康、专业课程学习，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1］。

目前，前人的研究基本梳理了劳动教育和学生心理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心理健康的人主观幸

福感较高，不仅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且能够理智地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以及人与外

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马克思指出劳动本身是幸福的源泉，人类就是自身幸福的创造者，人想要

获取幸福需要自身通过劳动实践来获取，人的自我发展和幸福都是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大学生通

过参加劳动，在改善自己身体状况的同时，也在劳动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心智，增加幸福感，驱除可能

的心理抑郁，保持心理健康［21］。

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基础的劳动认知理论认为要尊重劳动自然观、劳动社会历史观、劳

动幸福观，也就是说人作为直接的自然的存在物与自然紧密联系，进行劳动实践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

制约；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要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劳动社会历史观，明晰劳动创

造了整个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明确劳动主体在整个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历史要靠劳动创造；要引导

学生认同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明白“美好生活”所包含的物质和精神内容都由人民创造，它离不开劳动

人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理论中强调的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追求劳动的美感等观点与

心理发展的规律和影响因素不谋而合，个体心理现象包含心理过程和个体心理两方面，如人的认知、情

感、意志行为、需要、兴趣、性格、价值观、自我意识等，个体心理发展具有顺序性和规律性，美感是

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传、社会文化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都对个体的心理

健康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通过对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高职院校劳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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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课程体系构建、实践平台建设和考核评价机制建立等方面；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学校重视程度、师资队伍水平、学生劳动素养和社会环境支持等方面，且有效的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施

路径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6.2  建议

针对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提高学校对劳动教育的重视

程度，将其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教育教学计划；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能力；三是注重学生劳动素养的培养和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四是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共同推动劳动教育的深入发展。同时，

还应建立健全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监督管理体系，确保劳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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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Education on the Hard-working Spiri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tudents’ Mental Health

Zheng Jie

Chongzuo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Chongzuo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Education on the hard-
working spirit, as one of the main components f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Education on the hard-workingspirit and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these institutions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labor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s, 
the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platforms, and the setup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primarily encompass the level of attention given by school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taff, students’ labor literacy, and support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labor educa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ducation on the hard-working spirit; Research path; Students; 
Mental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