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教育 | MORAL EDUCATION

176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课题信息：本文系2023年度中国美术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成果（项目编号：JY202300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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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劳动教育、美育教育成为高校艺术类专业教学重点，进一步拓展了艺术类

专业教学内容，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艺术类专业要立足“五育并举”背景，全面渗透劳动美学理念，

促进艺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的融合，发挥出劳动教育育人价值，提高艺术类人才培养质量。本文分析了劳动美学基本内

涵，明确了劳动美学融入高校艺术类专业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构建完善劳动教育体系、培养专业化劳动

教育师资队伍、搭建专业化劳动教育网络空间和组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的策略，以期全面提高艺术类专业大学

生劳动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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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five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 labor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have become the teaching focus of art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further expand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rt major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rt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five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 fully penetrate the concept of labor aesthetic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rt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rt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labor aesthetics, 

has been clear about the labor aesthetics into 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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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活动中美的规律和审美关系的科学，是对马克思“劳动创造美”的深度阐述，为新时代高校劳动观教育开辟了

新渠道，有利于促进劳动教育和美育教育的融合，从而提高劳动教育质量。基于此，高校艺术类专业教师要发挥学科优势，以“以劳育

美，以美育劳”为导向，把艺术创作、审美教育和劳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构建双向协同育人模式，鼓励学生从劳动场景中取材，激发

他们创作灵感，让他们在艺术创作中感悟劳动之美。同时，教师还要巧妙运用互联网，拓宽劳动教育渠道，推送优秀作品，鼓励学生参

与劳动实践活动，提高他们劳动技能，为他们艺术创作积累丰富素材，达到美育和劳育的最佳育人效果 [1]。

一、劳动美学的基本内涵

（一）劳动创造了美

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提出美来源于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中，创

造出人类文明，劳动产品彰显出人类独特的艺术理念、审美价

值。劳动创造美的过程不仅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即对自然

物进行加工，让其具有美化环境、生产实践的功能，彰显了劳动

的美学价值。此外，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情感、

价值趋向等，例如通过劳动创作艺术品，获得心灵上的愉悦，这

就是发现美、探索美的过程，体现了劳动创造美这一原理 [2]。

（二）劳动产生美的主体

劳动者在创造性生产活动把自身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思维

等转化为劳动产品，赋予劳动产品美学价值，让劳动产品成为美

的客体，带给其他人美的享受。劳动是创造美的过程，让劳动者

在劳动过程中提高自身审美能力，并把审美价值融入劳动产品

中，把劳动美和艺术审美价值统一起来，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美

的基本内容。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创作也是一种劳动，把生活

感悟融入艺术创作中，利用艺术品展现自己对劳动、生活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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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体现出劳动的美学价值。

（三）美的规律

马克思劳动美学认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呈现出

不一样的内在尺度，体现出不一样的审美观点和美的规律。劳动

过程要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创造美，借助劳动

产品反映不同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特点、文化底蕴，例如不同时期

的陶器、青铜器和石雕等手工艺术品，通过劳动创造美，反映出

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审美价值观。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作

品是对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记录劳动场景的绘画

作品；以劳动人民为原型的雕刻作品，体现出不同时期的美学 

规律 [3-4]。

二、劳动美学融入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夯实大学生劳动信念

劳动美学融入高校艺术类专业劳动教育有利于端正学生劳动

态度，引导他们深度了解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多年的艰苦奋斗、吃

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劳动精神，激发他们劳动热情。同时，劳动

美学促进了艺术类专业教学和劳动教育的融合，让艺术类专业学

生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美感体验，让他们树立崇尚劳动、热爱劳动

的价值观，激发他们艺术设计灵感，让他们的艺术作品更有灵

魂，从而提高艺术类专业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重视 [5-6]。

（二）有利于培育大学生奋斗精神

奋斗精神是劳动美学的重要意涵，也是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精神源泉。劳动美学融入高校艺术类专业劳动

教育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

神，激励学生继承和弘扬奋斗精神、劳动精神，让他们懂得劳动

创造财富、劳动创造美。同时，劳动美学有利于帮助艺术类专业

学生挖掘劳动场景、劳动工具等蕴含的艺术元素，激励他们把劳

动元素融入艺术创作中，让他们在艺术创作中树立正确劳动价值

观，培养他们的奋斗精神。

（三）有利于坚定大学生“中国梦”

大学生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更是建设“中国梦”的生力

军。劳动美学融入劳动教育有利于让艺术类专业学生坚定“中国

梦”信心，激励他们把个人梦想和“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进

一步端正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使命。对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来说，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

劳动精神、传统文化，创造具有中国风的艺术作品，让他们为实

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7-8]。

三、劳动美学视角下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

路径

（一）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

高校要立足艺术类专业特色，融入劳动美学理念，挖掘专业

课中蕴含的劳动教育元素，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让劳动教

育和艺术教育同行，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首先，高校

要积极了解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发展前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融入劳动观教育中，促进劳动教育、艺术教育和美育教育的融

合，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进一步提高劳动教育质量。例如美术专

业教师要结合写生、水彩画、国画和油画课来构建劳动教育体

系，把劳动教育和绘画基本功训练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吃苦耐

劳、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劳动精神，让他们通过刻苦训练提高

绘画能力和审美能力。其次，学校要积极开设劳动课程，设置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产业发展趋势、传统文化、劳动主题艺术作

品等模块，展现不同时代艺术家孜孜不倦、从劳动生活中取材的

创作态度，激励学生从劳动活动中提炼艺术素材，从而激发他们

劳动热情和创作灵感，全面提高艺术类专业劳动教育质量。例如

美术专业教师可以搜集劳动主题名家名作，引导学生鉴赏这些作

品，让他们意识到劳动创造美，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劳动实践，实

现“以劳育美、以美育劳”的双向融合 [9-10]。

（二）培养多元化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组建一支专业素养高、精通劳动美学的劳动教师队伍是提高

艺术类专业劳动教育的良好保证。劳动美学视域下高校艺术类专

业学生劳动教育要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选拔艺术类专业骨干教

师、思政教师，由他们联合开展艺术类专业劳动教育，推进劳动

教育改革，提高劳动教育质量。例如学校可以组织艺术类专业教

师学习劳动美学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劳动教育等知

识，让他们熟悉劳动教育规律、原则和方法，加深他们对劳动美

学的理解，帮助他们把艺术教育和劳动教育融合起来，让学生在

学习艺术知识的同时接受劳动教育熏陶，从而提高他们劳动技

能。同时，艺术类专业教师要积极与思政教师合作，联合搜集劳

动主题艺术作品，例如描写劳动场景的国画、油画等作品，借助

美术欣赏教学、临摹教学渗透劳动教育，从而提高艺术类专业劳

动教育水平。此外，学校还要积极聘请当地知名艺术家担任客座

教师，让他们结合个人艺术创作经验渗透劳动教育，激励学生认

真对待写生、临摹训练，培养他们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艺术态

度，从而加深他们对劳动美学的理解，鼓励学生从劳动实践中取

材，提高他们艺术创作能力和劳动精神 [11]。

（三）搭建专业化劳动教育网络空间

“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艺术类专业劳动教育迎来了发展

新机遇，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搜集优秀艺术作品，向学生推送优

秀艺术家奋斗故事、优秀作品，全面渗透劳动教育，让学生潜移

默化中接受劳动教育熏陶，鼓励他们从劳动观中汲取创作灵感，

促进他们艺术创作能力和劳动能力发展。第一，美术类专业教师

可以劳动主题优秀绘画、雕塑等作品，精心制作劳动主题作品短

视频，并把视频推送到微博、抖音和微信群，鼓励学生线上鉴赏

艺术作品，并和他们讨论这些作品蕴含的劳动美学，提高他们

艺术审美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推送方增先先生的国画《粒粒皆

辛苦》、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和何红舟、封治国、尹骅的油

画《民族脊梁——共和国英模》组画，展现中华民族勤劳朴实、

珍惜粮食的劳动精神，以及中国农民勤劳、朴素、任劳任怨的品

质，通过欣赏教学渗透劳动教育，提高学生劳动精神。第二，

教师可以积极开展线上教学，详细讲解色彩、油画、国画绘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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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动态化介绍色彩搭配、构图、线条等创作技巧，规范学生调

色、构图、线条勾勒过程，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督促他们

参照视频进行课下练习，培养他们勤奋好学、刻苦训练、精益求

精的学习态度，让他们懂得劳动创造美的真谛，提高他们绘画 

能力 [12-13]。

（四）组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

首先，高校要利用校内实训基地开展劳动教育，组织多元化

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创造美，从而提高他们专业技

能、审美能力和劳动观素养。例如艺术类专业教师可以利用陶

艺、雕塑校内实训基地渗透劳动教育，开展不同主题创作实践教

学，鼓励学生根据主题进行自主创作，培养他们科学训练、精雕

细琢、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让他们把生活感悟、劳动体验融入

创作中，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劳动创作出独一无二的

艺术品，从而提高艺术类专业学生劳动能力，弘扬劳动美学，提

高艺术人才培养质量。其次，艺术类专业教师要积极组织学生参

与公益活动，让他们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感悟劳动之美，让他们

深刻领悟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为社会服务、艺术是为人民服务

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例如艺术类专业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参与公园、博物馆爱心创作活动，让他们为公园墙壁创

作笔画、为博物馆井盖手绘国风图案，让他们发挥专业所长创造

美，增强他们劳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美

学理念，发挥出劳动育人价值 [14-15]。

四、结语

总之，劳动美学视角下的高校艺术类专业劳动教育要把美育

教育、劳动教育和艺术教育融为一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劳动实

践，让他们从劳动中汲取创作灵感、积累创作素材，让他们深入

感悟劳动美学，从而提高他们艺术创作能力、审美能力和劳动技

能。高校要尊重艺术类专业特色，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提

高艺术类专业教师劳动教育能力，打造多元化劳动教育师资队

伍；搭建专业化劳动教育网络空间，增强学生劳动意识，让他们

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组织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鼓励他们

创作劳动主题作品，全面提高艺术类专业劳动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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