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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印发，

强调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相融合。该文件的印发为“五育融合”提供

了政策依据，促使“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逐渐生成。

“五育融合”的时代价值

（一）个体层面：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1 9 世 纪 ，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普 遍 存 在 “ 人 的 物 化 ” 现

象，“物化”是卢卡奇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通过对

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而得出的，是贯穿于《历史与阶级意

识》全书的中心概念。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一种主体客

体化的现象，教育背离了理解人和解放人的初衷，采取

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使人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一种

被利用的机器和工具，无法得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主

义“人的全面发展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实

质 和 核 心 是 个 人 的 智 力 和 体 力 尽 可 能 广 泛 、 充 分 、 统

一 、 自 由 的 发 展 ，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实 现 脑 力 和 体 力 的 结

合。[5]其观点不仅对19世纪初物化现象产生有力冲击，更

为我国教育目的的厘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人的全

面发展观之中。就个体层面而言，“五育融合”的育人

方式为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把人视为理性与非

理性共存的复杂生命个体，不仅涉及知识和技能，还涉

及肢体、审美、情感、意志、态度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关注人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6]此外，“五育融

合”的育人方式是在教育实践中生成的，是对“物的方

式”的深刻反思和对“人的方式”的重大突破，他通过

挖掘个体的品德、智慧、身体、审美、劳动等多方面元

素 ， 将 各 元 素 融 合 贯 通 ， 使 个 体 自 身 潜 能 得 以 充 分 发

挥，最终将人的本质还给人自身，使人成为完整的、全

面的、自由的个体，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二）社会层面：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明确提出

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人才，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着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事

业中来。“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助于建立规模宏大、结构

合 理 、 素 质 优 良 的 人 才 队 伍 ； 有 助 于 造 就 拔 尖 创 新 人

才；有助于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目标。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和

世界多极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抓住发展机

遇、破解挑战难题仅仅依靠单一的“一育”或“几育”

是无法达成的，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在世界舞台中的

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

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7]新时代培养的时代新人应当是能够担当大国责

任、具备国际视野、彰显大国风范的时代新人，需要学

校培养学生具备更宏大的世界观、更完整的知识观、更

周全的生活观。“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顺应时代发展

和教育需要，通过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渗透，打通

学科界限、拓宽知识领域、丰富研究视野，逐步形成多

元化、开放化、扩大化的整体性思维和系统性逻辑，从

而能够综合所学知识、整合所学技能，创造性地应对当

前的机遇与挑战。因此，“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不仅

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更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五育融合”育人方式是新发展阶段我国育人方式的转型，顺应了时代
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