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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而加强劳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当

代大学生的劳动素养。劳动素养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

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心态和劳动技能的综合概括，是经过

教育学习与生产生活形成的与劳动相关的核心素养。习

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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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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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

究表明，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劳动素养偏低的问题，[3]这

要求高校“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

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2]而劳动素养是衡量劳动

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指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大学生的

劳动素养现状进行调查，进而对当前高校劳动教育的实

效性进行系统研究，以实现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促进

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的。

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现状

为了能够准确聚焦当代大学生的劳动素养现状，得

到真实的数据结果，本研究于2021年3月设计了《当代

大学生劳动素养现状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H高校在

读各专业大学生，共收集425份调查问卷。该问卷共分为

A、B、C、D四大板块，共82个问题，其中A部分23个问

题、B部分34个问题、C部分17个问题、D部分8个问题。

A部分主要收集大学生的个人资料（例如性别、年级、

专业类型），B部分主要围绕大学生日常生活实践方面

（包括大学生对劳动的认知、劳动价值观、劳动态度、

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劳动技能等有关劳动素养方面的

内 容 ） ， C 部 分 调 查 受 访 者 接 受 劳 动 教 育 的 情 况 ， D 部

分调查受访者对劳动教育等问题的看法。以实证的方式

总结大学生劳动素养的现状特点，分析大学生劳动素养

现状产生的原因，为提升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的建议对

策提供科学依据。经统计检验，克隆巴赫（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为0.83，信度较高，满足了信度需

求；因子分析的KMO系数为0.9，效度较高，满足效度需

求，能够为进一步统计分析提供有力支撑。

1、大学生普遍认同新时代劳动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在遇到是非时判断对错、处理各

种问题、在不同的选择之间做出取舍时的标准。其中，

经调查，90%左右的受访大学生对于新时代的劳动价值观

持认同态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开

展广泛，新时代的劳动价值理念家喻户晓；另一方面，

有关“劳动”的正能量话语在社会中的影响日益突出。

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大多数大学生比较认同这些与劳

动相关的积极的新时代的话语表述。

2、大学生的劳动认知不太清晰

对劳动的正确认知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增

长的第一步。然而，当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大

学生对于劳动的认知还不太清晰明确，对于自身责任和

社会担当还没有切身体会，会因为自身看到或者身边的

一些事情表象就错误地认为劳动离自己比较遥远，没有

正确地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20.0%的受访大学生仍认

为“家务活是大人的事”，没有亲身体会到父母在劳动

中的辛苦和付出；60.6%的大学生误认为“劳动是为了赚

钱”；受到自身的成长学习环境和较为单一的社会阅历的

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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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劳动教育是提升大学生劳动素养的重要途径。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总体情况良

好积极，有较高水平，其中劳动价值观最高，劳动能力最低。大学生劳动素养受父母引

导、自我要求、舆论关注、课程教授等因素的影响，应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

协同合作，共同提高大学生的劳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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