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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内在意蕴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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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劳动教育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生动实践，在构建“大思政课”背景下

意义重大。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是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新要求，为

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提供了现实指引。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具有深厚的内在意蕴，劳动教育与“大

思政课”共享育人格局、实现内在耦合、具有本质联系。当前，我们仍面临劳动教育教学体系亟须完善、实践

领域有待拓展、保障措施不够充分、育人合力尚未形成等现实困境。因此，要通过善用劳动教育社会大课堂、

搭建劳动教育大资源平台、构建劳动教育大师资体系，提升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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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育研究 ]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

时首次提出“大思政课”概念，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

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本质上是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念再更新、视野再开阔和格局再拓展。

因此，深刻理解“大思政课”的本质内涵，扎实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是实现劳动教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指示

精神，2022 年 7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要

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

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2]。这既为推动“大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也为

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契机。将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探究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协同育

人的新格局，能够彰显“大思政课”的新内涵、新使命，从而构建全社会协同推进“大格局”劳

动教育体系，这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内在需要。

一、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内在意蕴

深入探究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之间的内在联系，推动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同向同行，

不仅是为了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大

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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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共享育人格局

建设“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是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也是推动新时代劳动教

育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借助“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打造社会“大课堂”，搭建资源“大平台”，

整合教育“大师资”，使劳动教育的针对性更强、有效性更高，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1. 劳动教育要立足社会“大课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 在学生

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劳动教育承担着增强学生科学思维、创新意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思想和劳动价值观的重要责任。“大思政课”的参与性、体验性更强，

更加贴近学生、吸引学生，对于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劳动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

新征程下的社会“大课堂”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有效载体，有利于坚持开门办课理念，增强利

用社会资源铸魂育人的“大课堂”效应。通过丰富“第一课堂”的教学内容和“第二课堂”的开

展形式，依托社会“大课堂”载体建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紧密结合，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内生动力。

2. 劳动教育需要资源“大平台”

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离不开鲜活的劳动教育教学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劳动思想、

劳动理念和劳动智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涌现出的杰出劳动模范，新时期弘扬的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教学资源。在我国，具有劳动育人价值

的资源非常丰富，但在空间上却常常处于分散状态，一些资源被重复消耗不能共享，导致劳动教育、

思政工作都感觉资源匮乏 [3]。借助“大思政课”的资源“大平台”，可发挥大数据时代的先进教

育技术优势，为汇集各类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提供便利。通过共建共享、系统集成、

全面覆盖的思政课教学教研平台或系统，加大优质资源的推广使用力度，使各种类型、各具特色

的劳动教育教学资源得到科学、合理的利用。依托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库，促进资源的积累和共享、

开发和深化，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思政育人功能，推动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3. 劳动教育呼唤教育“大师资”

相对于传统劳动教育来说，新时代劳动教育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知情意行”诸多要素的协同

发展，其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强调：“把劳动教育纳入

教师培训内容，开展全员培训，强化每位教师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4] 实现劳动教育的常态

化和高质量发展亟须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劳动教育师资队伍，造就一批立德树人的

“大先生”，这是实现劳动育人目标、推动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有机融合的重要保障。善用“大

思政课”，关键在于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体作用，整合劳动教育教学“大师资”，使劳

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建立在“大师资”的可靠保障的基础上。

（二）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实现内在耦合

劳动教育是党的一项根本教育方针，是学生成长成才中不可或缺的课程，是引导学生尊重劳动、

热爱劳动的教育活动。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具有内在耦合性，二者相辅相成、深度融合。

1. 劳动教育是上好“大思政课”的关键一环

劳动教育因其独特的育人价值，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一，开展

劳动教育能够有效增强“大思政课”的实践性。实践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理论层面落实到

实际生活中，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劳动教育作为实践育人载体，能够将求真务实、勤劳勇敢等实

干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推动学生将所学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育人实效。其二，劳动教育能够有效增强“大思政课”的精准性。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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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容的抽象性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无法有效聚焦教学重点和学生实际心理变化，很难激起学

生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认同，影响育人工作成效。针对上述问题，劳动教育可以发挥其贴合实际、

可操作性强的优点，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针对学生劳动意志不强、劳动意识淡化、劳动价

值偏误等问题，可通过开展就业指导教育，发挥劳动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

2.“大思政课”是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依托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为劳动教育提供方向指引。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328 在这一教育目标的指引下，劳动教育被赋

予了新时代的使命。《意见》指出，“劳动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

能水平。”[4] 要有效提高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在更深层次上进行思想开化、

政治教化和道德感化，要鼓励学生通过劳动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其二，思想政治教育

推动劳动教育的有效落实。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开展劳动教育，是丰富“大思政课”内容与阵

地建设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引导学生在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走进社会现实、端正思想认识、提升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善用“大思政课”，就是要走向社会大课堂，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思想基

础，构建劳动教育系统运行的内外协同机制，使青年学生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感知劳动理念深度、

体验劳动实践厚度，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

（三）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具有本质联系

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在基本内容、价值导向、思想理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构成了新形

势下促进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基础条件。

1. 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内容相通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劳动教育的核心内容，能够有效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是开展“大思政课”的优质资源所在。将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

展提供了帮助，也为劳动教育相关内容更好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供了保障。劳动教育的核

心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找准思想政治理论课切入点，更好运用劳动教育理念

及内容，进一步与“大思政课”开展一体化教学对接，这能够弥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弱的缺陷。

同时，新时代劳动教育工作的有序推进，必须依托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应深化劳动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交互和改革融合，促进二者更好地一体化发展，为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创造良

好机遇。

2. 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目的共通

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一以贯之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

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6]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铸魂育人的主渠道和主

阵地，与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育人宗旨是根本一致的。在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教学中，引

导学生参与社会劳动实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劳动观，打通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

里”，为学生日常思想学习与实践劳动的衔接提供了载体，对学生良好品质的培养具有促进作用。

将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目的不仅在于培养学生良好品质，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学生劳动技能，

充分发挥“大思政课”的全面育人作用，使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劳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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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将所学理论外化于行，培育学生的使命担当和综合技能，帮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进而达到全

面发展的效果，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3. 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思想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7]

因此，要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要把“大思政课”讲得有温度、有力度、有效度，

进而使学生产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感、思想认同感和实践认同感。马克思主

义劳动观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把思想政治教

育中所学习的劳动观念、积极的劳动态度和正确的劳动品质落实到实践中，从而使劳动教育始终

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

育相结合，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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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只有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劳动教育理念、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借助“大思政课”平台宣传新时

代劳动教育思想，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才能更好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二、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鉴于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必须使其从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主阵地拓展到“大思政课”

育人主渠道。近年来，我国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但在具体开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

问题，影响劳动教育与“大思政课”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劳动教育教学体系亟须完善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我们把重点放在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并辅之以实践活动。学校课堂是

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课程体系的完善可以使劳动教育更加规范、系统地融入“大思政课”。

但在劳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劳动教育教学体系不够完善、劳动教育教

学资源开发力度不足等问题。将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是一项理念认知、知识吸收、实践养成、

品格内化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工程，亟须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基础，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为指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劳动教育教学体系。目前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

建设还处于初步建构阶段，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劳动教育教学体系。从整体性上看，劳动教育知

识在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中呈碎片化存在，缺少系统性。另外，在对教学内容的解读上，由于

部分教师自身缺乏劳动经验，对劳动教育教学资源把握不足，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主导作用未能

有效发挥，劳动教育内容与形式缺乏广度和深度，对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实效产生一定影响，

育人价值难以有效实现。

（二）劳动教育实践领域有待拓展

将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就是要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可落地的劳动教育实践教学。当前，

劳动教育实践教学的开展更多的是在校园内进行，活动环境与活动场域较为有限，劳动教育实践

与各方资源匹配呈现出非协调性，存在学校实践资源紧缺、家庭实践引导不足、社会实践场域受

限等紧迫问题。除此之外，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形式也相对简单，大多数学校仍停留在打扫校园

卫生等形式的实践活动，学生走出校园真正到工厂、农村、社区等体验社会劳动实践的机会较少，

即使有也往往流于形式、走马观花，缺乏系统的组织和长期规划，使劳动教育实践教学活动未能

得到切实有效的开展。部分教师未能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还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

式阶段，把劳动教育简单地理解为某项教学任务，劳动情感投入不足，难以调动学生投身劳动实

践的热情。因此，要通过劳动教育实践模式的创新，让劳动教育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使学

生有参与感、代入感和获得感，实现知行合一、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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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教育保障措施不够充分

健全的体制机制保障是劳动教育有效融入“大思政课”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在体制机制层面

未达到有机整合，难以形成多元一体的劳动教育有机整体。在制度保障方面，缺乏具体全面的工

作细则，未能有效落实劳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制度，以致一些高校尚未从“劳动精神

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三位一体的高度规划和设计劳动教育实施体系，呈现出“离

散化”倾向 [9]；在师资队伍保障机制方面，专职教师数量少，“思政 + 劳模”复合型教师队伍尚

未形成，教师开展劳动教育的积极性未被充分激发；在评价机制方面，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

较为局限，评价结果也缺乏合理性、有效性、全面性，阻碍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目前对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效果的评价指标，还比较强调考核书本知识的思想传授作用，而针对实践性内容

所进行的劳动教育激励与考核体系还不够健全，很多学校尚未形成系统化、完善化的制度系统，

考核学生的社会实践成效大多是通过书面报告等。此外，目前部分学校硬件投入不足、缺乏支撑

条件，这也制约了高校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四）劳动教育育人合力尚未形成

将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就是要凝聚各方力量，探索构建各方协同的综合育人体系。

当前劳动教育落地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教育缺乏学科和教师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

展劳动教育的专业水平有限，专门从事劳动教育的教师数量不足，具有劳动教育学科背景的教师

较为缺乏。此外，在推动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构建“家校社”育人共

同体，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但当前仍存在劳动教育观念不正确、家庭劳动教育缺失的现象，

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未能有效发挥，部分家长未能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对于培养子女劳动

技能重视程度不够，影响了劳动教育育人功能的发挥。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培养学

生良好的品质，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学生的综合技能，帮助学生在社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当前

劳动教育作为教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开展，但学校尚未意识到协同育人对推动二者深度融合

的重要性，与家庭、社会的联系不够密切，与社会招纳人才目标要求不匹配，未能构建起劳动教

育融入“大思政课”教育共同体。

三、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机制保障下，促进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充分发挥“大课堂”“大

平台”“大师资”的育人优势，需要深化劳动教育实践，着力提升“大思政课”育人实效。

（一）善用劳动教育社会大课堂

1. 完善实践教学工作体系

劳动教育在本质上可视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环节，开展实践教学是促进学生将劳动知

识有效转化为劳动技能，以劳动实践促进劳动知识的吸收和掌握的重要渠道 [10]。善用劳动教育社

会“大课堂”，要求高校各部门联动，以协同育人的实践教学工作体系共同推进劳动教育融入“大

思政课”。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都应当全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重要论述的

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从管理层面统筹劳动教育融合思想政治教

育的育人功能，高校党委领导应强化顶层设计，创新劳动教育组织管理体系，协同劳动教育与思

想政治教育各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的劳动教育实践教学工作体系。成立劳动教育

指导中心，打破原有院系、部门组织壁垒，引导各部门之间形成协作，沟通交流劳动育人经验，

共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劳动育人协作系统。高校党团、教务、后勤等部门工作人员也应当主

动参与劳动育人事业，提升自身的劳动育人素质，发挥“大思政课”协同育人优势，为开展劳动

教育提供组织保障。



张志元，李玥：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内在意蕴与实践路径

· 77 ·

2. 深化劳动教育实践领域

善用“大思政课”就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走进社会，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劳动生产实践中去。拓宽劳动教育实践广度，就要将劳动

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党团活动、学生社团建设与日常管理中，营造勤劳勇敢、

热爱劳动的浓郁氛围，渲染学校立德树人的鲜明底色，在实践中引导学生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奉献的新时代好青年。挖掘劳动教育实践深度，就要杜绝劳动教育实践表面化、形式

化，开展针对性强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明确劳动育人价值定位。推动校外活动从单纯体验走向

完整实践，就要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劳动主体，例如：通过运用专业技能开展科学劳动、创造性劳动，

实现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等，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

劳动教育价值高度，就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坚持成就个人价值与奉献伟

大事业相统一，以实际行动致敬劳动模范、赓续劳动精神。

3. 用好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

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1] 劳动教育要始终围绕青年学生的现实需求，以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学耦合学生实际需要，使学生在参与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

值。把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需要校内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共同作用，用好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借助校外资源平台进一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筑牢学生信仰根基、凝聚学生奋斗力量、培

养学生敬业态度，深化“大思政课”劳动育人功能。注重拓展校外实践资源，积极打造行走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借助各级各类实践教学基地，引导学生亲身体验劳动实践、提升劳动技能，着力

彰显“大思政课”的实践特色。打破场域局限，设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利用校内外综合实践场所，

建立健全劳动基地管理与运行机制，广泛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劳动实践活动，满足学生劳

动教育实践需要。开发现场教学专题，使学生在案例式、体验式、专题式教学中涵养劳动情怀，

发挥“大思政课”多课堂协同育人优势。

（二）搭建劳动教育大资源平台

1. 丰富劳动教育教学资源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显

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5]331。新时代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完善“大思政课”中劳动教育内容

体系，就要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内核、以中华民族劳动精神为指导的劳动教育教学资源，

及时更新劳动教育素材，丰富劳动教育形式，改进劳动教育方法，完善劳动教育教学体系。发挥“大

思政课”的全面育人功能要求我们发挥劳动育人的重要价值，促进新时代青年学生厚植“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

中，培养了一大批成绩卓越的劳动模范，其所具备的劳动精神品质为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

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通过“大思政课”讲好劳模故事，引领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的时代风尚，

引导青年学生从广大劳动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从百年奋斗的恢宏历史中

深刻体会劳动人民的伟大奉献精神，以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创造业绩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伟业。

2. 强化劳动教育机制保障

实现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需规范“大思政课”实践管理，构建全面协调的体

制机制，为劳动教育规范化、常态化开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将劳动教育纳入“大思政课”顶层设

计，把准育人导向，提升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战略地位，构建系统规划、合理布局的协调机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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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转变以往单纯以社会实践报告作为评价指标的考核模式，

强化过程管理和质量考核，从多主体、多角度对学生劳动学习的全过程和劳动实践的各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针对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需要，优化现阶段考核机制，建立规范化与

多元化相结合的考核办法，提高劳动教育实践能力所占比重，提升对教育实践开展过程中所发生

问题的反馈能力，从整体上促进劳动知识、劳动精神、劳动价值观教育的有机融合。

3. 打造劳动育人网络阵地

受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的影响，劳动实践的育人价值受到一定忽视。新媒体时代，

要依托新技术有效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实现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创新发

展。这就要求各教育主体充分发挥网络教育宣传云平台的独特育人功能，采用学生喜闻乐见、易

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教育。新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

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借助视频、音频、图像和文字等，吸引更多学生“真听、真看、真感受”，

依托“云上大思政课”平台，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更加生动多样的新媒体素材。通过“智慧教学”

打造情景体验和沉浸式体验环节，打造“互联网 + 劳动教育”特色品牌，实现劳动教育教学方式

和教学评价的多元化，发挥劳动教育网络载体创新的最大价值。

（三）构建劳动教育大师资体系

1. 建设专兼结合师资队伍

依托“大思政课”开展劳动教育，需要建设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

与的“大思政课”育人主体。由于劳动教育独有的实践性和特殊性，在构建劳动教育“大师资”

队伍时，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理论素养，还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同时，通过不断完善“大思政课”的“大师资”建设，有针对性地从社会各条战线遴选一批优秀

师资，形成专兼职复合教师队伍。通过实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劳动实践课教师制度等，

把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社会先进代表请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力量，打造一批能力强、素质高、专业化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让有大学问、大情怀、大格局、

大境界的“大先生”成为劳动教育教师队伍的生力军，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

2. 提升育人队伍综合能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教育主体，要树立“大劳动教育观”，强化和提升自身劳动育人的

意识和能力，积极参与劳动教育学科共同体的构建。发挥“大思政课”的劳动育人价值，要求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注重探索劳动教育与立德树人教学目标的融合点，不断挖掘劳动知识、劳动技

能、劳动过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进行知识输出的同时进行价值引导，做到把理论讲

懂、讲深、讲透，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成为每个学生的信仰。《意见》明确强调：“提

升实施劳动教育的自觉性，对承担劳动教育课程的教师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4]

通过专业培训、以赛促建等方式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通过聘请专业人士担任劳

动实践指导教师，进一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3. 构建劳动教育育人合力

开展劳动教育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育人共同体，形

成“大思政课”育人主体的合力，构筑全员育人大格局，这是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追求。

“大思政课”的顺利开展，必须打造全员参与、多方联动的协同机制，整合学校之外各方面力量，

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场域从学校延展至家庭、社会，将教育形式从课堂讲授拓展到日常生活

和社会实践活动等环节。家庭在劳动教育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彼此支撑、

相辅相成，其实质在于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正向指引。家长

是开展“大思政课”的重要力量，通过正确引导激发子女进行劳动实践的积极性，在家庭劳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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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帮助子女形成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品质、培养责任感与独立性。社会是学校、家庭教育的有

效拓展，借助社会资源构建良好劳动育人环境，发挥好榜样示范的重要作用，比如可以邀请劳动

模范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从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参与度和感染力。只有建立各方

通力协作的劳动育人机制，才能实现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学校劳动教育规范化、社会劳动教育

多样化的“大思政课”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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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into the Intrinsic Meaning and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ng Labor 
Education into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Abstract: Carrying out labor education is a concrete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labor spirit, and craftsmanship spiri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GIPEC".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classro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rge platfor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xcellent teachers ar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GIPEC",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ntegrating labor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to the "GIPEC" 

has profound intrinsic meaning. Labor education and the "GIPEC" share the same educational pattern, achieve internal coupling, and have essential 

connections. Currently, we still face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labor education teaching system and expand the fi eld 

of practice, insuffi cient safeguard measur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llaborative forces for nurturing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GIPEC" by utilizing the social large classroom, establishing a large resource platform, and constructing an 

excellent teacher system for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GIPEC;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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