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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中是学生人格形成与深化的一个关键期，在此阶段对高中学生劳动精神培育，有助于提升高中生养成良好思想道

德，使学生建立优秀劳动价值观念，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为此，基于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学科特性，从价值

所在提出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的时代意蕴，进一步阐释问题所指，认为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仍然存

在诸多难题。最后，提出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的实践路向，以期为相关实践活动提供助力，也能为有关研究

提供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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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High	 school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epening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The	

cultiv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labor	spirit	at	this	stage	will	help	them	develop	good	ideology	and	

morality,	enable	them	to	establish	excellent	labor	valu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ra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labor	spirit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further	explains	 the	problem	 referred	

to,	and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cultivating	 labor	spirit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inally,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cultivating	 labor	spirit	 in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s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relevant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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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本质上需要劳动者创造 [1]。从内涵而言，劳动精神泛指社会参与者通过劳动创造美好过程所展现的

精神风貌，可描述为创造精神、勤劳精神和崇高精神等 [2]。作为践行劳动教育的关键举措，劳动精神的弘扬受到广泛关注。高中阶段是

高中生形成良好人格、优秀劳动精神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充分培育高中生劳动精神，不仅能够帮助高中生塑造良好道德品质，亦能

为其形塑吃苦耐劳精神，使高中生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发展 [3]。2020年3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提出，“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

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由此可知，在高中思想政治学科中对高中生进行劳动精神培育极具先天优

势。也需要关注到，高中思想政治课在对高中生进行劳动精神培育过程中仍面临一定难题，阻滞整体课程推进 [4]。鉴于此，通过阐释高

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的时代意蕴、面临问题，进而给出针对性实践路径，对于现实研究意义重大。

一、价值所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的时代

意蕴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引领

激烈市场竞争环境、高强度工作压力以及日趋加快的工作节

奏为人们生活、工作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5]。受此影响，高中生也

有了“躺平”想法，甚至可能采用“躺平”的行为方式。这需要

高中思想政治课对此现象进行纠正，可对高中生进行劳动精神培

育来完整。实际上，劳动精神所倡导的丰富内涵，一定意义上是

激励人们借助劳动活动满足自身需要、匹配社会需要，由此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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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安宁，这对高中生而言极具重要意义。在历史长河中，劳动

精神是中国人民优秀品格的集中表现，是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动力。高中生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亟待通过劳

动精神培育来提高自身素养，尽可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

服务。因此，高中思想政治课将劳动精神内容引入课堂，培养高

中生吃苦耐劳精神，形塑良好劳动精神，有助于为国家、社会建

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有效引领。

（二）落实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内在诉求

从根本上而言，劳动教育作为立德树人任务实现的有效举

措，意在通过落实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6]，对高中生个性发展、凸

显优秀品质意义重大。从这一维度来看，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高

中生劳动精神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后，2018年国家再次重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之路，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神”，并将培育劳动精神作为塑造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桥梁，由

此构建具有综合特征的教育体系，进而构成高水准的人才培养体

系。该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可以让高中生在学习劳动精神过

程中能够将德智体美联合起来，提高自身实践能力。不难知悉，

将劳动教育精神培育与社会主义建设者全方面融合联系，是现阶

段党和国家对于落实教育方针的有效措施。

（三）塑造高中生劳动价值观的成长需要

建立在社会多元化文化场景下的劳动精神，是实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7,8]。可以说，培育高中生劳动精神是弘扬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长需要，能够更好地被社会接受与

认可 [9]。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多数家长对高中生的生活起居照顾的

无微不至，较大程度上减少了高中生劳动机会，甚至丧失部分生

活劳动技能，这不利于提升学生的生活适应性。但通过高中思想

政治课劳动精神的培育，高中生可以实现个体全面发展，从而稳

定应对社会各方面挑战，实现更好的成长。在马克思看来，人类

的生存与发展都要依靠于劳动，劳动是个体发展的根本路径。这

说明劳动精神与劳动价值存在相关性。高中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主力军，是未来社会人才的后备军，正是形成正确价值观、

培养劳动精神，由此实现成长的关键期 [10]。

二、问题所指：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的现实

梗阻

（一）社会支持培育体系有待健全

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劳动精神培育涉及学校主体、社会活动

与劳动本身内容等多个内容，一定程度上需要社会力量的大力支

持 [11]。这能够切实帮助高中思想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水平，助力

整个社会劳动精神培养，推动社会稳健发展。但就现阶段而言，

高中劳动精神培育面临一定困境，具体表现为与社会相分离且未

能得到社会支持。从物质基础层面来看，劳动精神培育未受到社

会物质基础的扶持。细言之，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所依

赖的场地、设施、设备、资源等要素不足，未能获得社会相关群

体的支持 [12,13]，这使得劳动精神培育效果没有明显提升。从社会

文化支持视角看，部分社会文化价值观对高中思想政治课劳动精

神培育内容有所冲击，二者未能形成有效的育人合力。

（二）学校重视培育效果亟待提升

就当前情况而言，高中思想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教学活动已

开展较长时间，但所取得效果仍然有限。细言之，部分高中以农

耕课程为主，以思想政治课为辅，对高中生进行劳动实践教学。

在这一过程中，高中教师在校园内开辟闲置场地，教授学生进行

农作物和花卉种植，让学生参与农事体验，由此提升劳动精神培

育效果。但因为客观、主观等多重因素影响，高中思想政治课劳

动精神培育活动被置于边缘环节，经常面临被其他课程挤占的 

情况 [14,15]。与此同时，每个班级仅可分配到几平方米土地展开

劳动生产，这显然无法满足高中思想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的现实

需求。

（三）学生认识培育意识亟需增强

受社会、家庭与学校等因素影响，高中生有关劳动理念、认

知有所淡化。细言之，高中生更加关注学习成绩的重要性，而对

劳动重要性的认知越来越浅，认为等成绩提高之后再进行劳动是

可行的。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高中生缺乏足够劳动能力，难以独

立自主地完成各项社会生活给予的各项任务。根据现有调研结果

知悉，在“是否进行自觉劳动”的问卷回答中，大多数学生认为

经过老师或家长的要求，自己才去做，否则在其他阶段就会视情

况而选择是否做。少数高中生则表示，劳动会占据大量时间，所

以不会去做。仅有很小比例的高中生乐意做劳动，认为劳动能够

让人浮躁的心情沉静下来，也就是当自己心乱的时候就会主动通

过劳动来排解烦恼。

三、创新路径：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劳动精神的实践

路向

（一）营造社会良好氛围，完善劳动精神培育大环境

社会氛围作为高中思想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的重要一环，一

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打造崇尚劳动的良好社会氛围，对于高中

思想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高中生劳动精

神形成的动力源泉。据此而言，社会相关部门需积极通过媒体舆

论引导，大力宣传通过劳动实现人生理想，反对一切投机取巧、

躺平享乐的行为和理念，监督与引导不良社会劳动现象，营造正

面劳动实践氛围。进一步而言，媒体部门需要从实际出发，借助

各类资源挖掘劳动精神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劳动文化熏陶作用，

借以构建劳动为精神的文艺作品。 

（二）完善劳动实践育人平台，加强劳动精神培育的实践性

高中应积极推动校园劳动实践教育平台，从而培养优秀的劳

动品质，助力高中生能够尽快融入社会生活中。高中应根据思想

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的内在要求，与外部机构实践基地进行联合

运作，从而进一步加快内外部劳动精神培育与资源共享。在这一

过程中，高中应与优秀企业等一批蕴含丰富劳动精神培育资源的

部门进行合作，积极组织学生到这些场外机构开展公益劳动，由

此体验劳动活动，将思想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的内容与实践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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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结合。

（三）培养自身劳动意识，提高践行劳动精神的自觉性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实现劳动价值观念的重要基

础。近年来，伴随高中生对劳动意识观念的不断增强，高中通过

思想政治课劳动精神培育，可以较好地提升学生劳动自觉性，将

劳动理念、珍惜劳动成果等内容融入学生日常生活过程中，由此

帮助高中生取得良好效果。首先，高中生应对劳动价值产生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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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持续增强对自我劳动教育的认知态度，从内心深处理解和

尊重劳动者，从中了解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都是从劳动人民

中获得。其次，高中生需积极建立并培养劳动意识与理念，从中

认识到劳动的价值和平等性。据此形成尊重劳动成果并养成自立

自强与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进而在实现人生价值道路上苦练自己

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