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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现状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劳动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

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中共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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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

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大中小学人才培养方案，形成综合性的劳动

教育课程体系，并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劳动教育课程不得少于 32

学时，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专题不少于 16 学时，并应通过系统组织的

劳动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劳动素质。但是近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

高，青少年劳动教育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削减，现状不容乐观。因此，

全面了解当前高校劳动教育现状，有利于完善劳动教育教学内容和实

施方式，不断提升劳动教育质量，以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二、调查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文献调查、云访谈等途径，了解高职院校劳动教

育开展情况，集思广益更好地制定我校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案。同时作

为学生劳动教育宣传渠道，让更多学生知晓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理解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的社会和人

类历史。

三、调查基本情况

受教育部教材局委托，我们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当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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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劳动教育总体情况、劳动活动构成（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劳动、

服务性劳动）、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意愿及认识、大学生参与劳动活

动情况进行了调研。问卷的创建、发布、问卷的回收等利用问卷星完

成，从 2020 年 4 月份开始调研，我们分别从湖南省内选取 4 个高校

的大学生作为样本对象，共发放问卷 2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56

份，有效回收率 92.8%。

四、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调查结果

1.调查对象的性别和人员受教育情况

本次问卷调研共计 2000 人参与，其中女生占 78.13％，男生占

21.88%。

2.从哪些渠道了解到劳动教育的？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的人都是通过观看新闻或是从网

上了解相关信息，还有约百分之五十的人是从老师的口中所了解，而

通过阅读书籍期刊或与亲戚朋友交流得知的人占比非常少，由此可见，

大家了解劳动教育的方式要多渠道了解，并主动获取最新消息来提升

对劳动教育的观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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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 问卷调查结果

3.生活中，你都参与过哪些形式的劳动活动呢？（可多选）

生活中，参与日常家务劳动、班级大扫除占比都达到 80%以上，

社会公益劳动、自我服务劳动占比都达到 50%以上。

图片 2 参与劳动活动占比

4.对出台劳动教育的相关政策有何看法？

有 88%的人认为出台这些政策有利于思维能力的全面培养，95.8%

的人认为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能力，有 50.9%的人认为这

些政策可以对家庭与学校的联系有所帮助，88.6%的人认为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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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有益处。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认为劳动教育并不能起到什么重

要的作用。

图片 3 劳动教育政策调研结果

5.我国大学存在哪些劳动教育问题？

有较多人认为是由于大家对劳动教育观念缺失，进而忽略或轻视

劳动教育，还有人认为学校中劳动课经常被占用，甚至把劳动作为惩

罚手段，或是学校的经费、场地不足以进行劳动活动，有一半的人并

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及时止损尤为重要。

6.你认为劳动教育和其他课程（文化知识、专业技能）一样重要

吗？

认为劳动教育和其他课程（文化知识、专业技能）一样重要占比

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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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劳动教育和其他课程调研结果

7.疫情前学校劳动教育状况（可多选）

调查显示，疫情前学校不重视劳动教育、没有开展或学校开展、

由于学习无人参加占比 10%以下，学校重于形式，无实质性内容占比

17.19%，学校重视、学生积极参加占比 77.6%，占绝大多数。

8.你的老师开展劳动教育的形式是什么？（可多选）

老师开展劳动教育的形式较为多样，班会形式主题教育占比最大

为 58.33%，让学生家长拍照反馈学生在家中的劳动情况占比 48.96%、

带领班级同学进行社会实践劳动占比 43.75%。

图 5 劳动教育形式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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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的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频率是？

根据调查，大多数学校经常开展劳动教育，一周至少一次，占比

42.71%，两周至少一次占比 20.31%，一个月至少一次占比 17.19%，

偶尔开展占比 19.79%。

10.你每周参与劳动教育的时间是？

每周参加两小时以下劳动教育占比最大，为 43.23%，每周参加 2-4

小时占比 23.96%，每周参加 4-6 小时占比 11.98%，每周参加 8小时

以上占比 10.42%，每周参加 6-8 小时以上占比 7.29%。

图 6 劳动教育时间调研结果

11.你认为高校大学生劳动观念缺失的原因？

有接近 50%的人认为高校大学生劳动观念缺失是因为自己养成的

懒惰习性，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当今的社会风气，轻视劳动的消极影

响或是父母的溺爱，无论如何，当前我们进行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之

一便是宣传劳动教育，提升大家的劳动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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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大学生劳动观念缺失原因调研结果

12.劳动的目的在于？

据调查发现，77%的人认为劳动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发展与社会价

值，还有一半的人认为劳动是为了获取生存的物质基础或是劳动报酬，

这些结果都比较片面，我们要明确劳动教育总体目标。通过劳动教育，

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图 8 劳动教育目的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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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结果看，高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比例不高，且主要是通过社

会实践、专业实习等途径进行。部分高校虽然开展了一些劳动教育活

动，但总体上是面向学生职业发展的专业锻炼，主要是掌握与职业相

关的劳动技能。而对于职业观念教育、职业情感教育等较为忽视，对

非职业性的劳动领域，如日常生活劳动、服务性劳动、非职业性生产

劳动等关注度较低，导致大学生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和劳动观念的弱

化，也无法体会各行各业劳动之不易，易产生职业歧视进而引发社会

不和谐的声音。这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目标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很有必要拓宽当前高校劳动教育的

范围，注重学生的劳动通识教育，以全面提升其劳动观念、劳动情感

和劳动技能。

（二）关于进行劳动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1.认识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

要求

把握育人导向。坚持党的领导，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遵

循教育规律。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体力劳动为主，注意手脑并用、

安全适度，强化实践体验，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提升育人实效性。

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

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强化综合实施。加强政府统筹，拓宽

劳动教育途径，整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力量。

2.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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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家长要唤醒学生的劳

动意识，让青少年学会“上手”和“在手”。注重抓住衣食住行等日

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鼓励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手，随时随地、

坚持不懈进行劳动，掌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每年有针

对性地学会 1 至 2项生活技能；（2）学校要切实承担劳动教育主体责

任，要做好劳动教育的学习指导，让青少年学会“上眼”和“上路”。

明确实施机构和人员，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不得挤占、挪用劳动

实践时间，进行专业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目前，劳动教学的老

师大多为兼职，很多老师受职称等因素影响，对劳动课程投入的精力

有限，更无暇顾及对相关理论探索，因此，加强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

极为重要；（3）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

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组织履行社会

责任，开放实践场所，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

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使学生与普通劳动者一起经历劳动过程。

3.着力提升劳动教育支撑保障能力

大力拓展实践场所，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充

分利用现有综合实践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

等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建立

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根据学校劳动教育需要，为学校

配备必要的专任教师。高等学校要加强劳动教育师资培养，有条件的

师范院校开设劳动教育相关专业。各地区要统筹中央补助资金和自有

财力，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加快建设校内劳动教育场所和校外劳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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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践基地，加强学校劳动教育设施标准化建设，建立学校劳动教育

器材、耗材补充机制。学校可按照规定统筹安排公用经费等资金开展

劳动教育。

4.学校、家庭和社会建立联系

各地区要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安全管

控机制。建立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劳动教育风险分散

机制，鼓励购买劳动教育相关保险，保障劳动教育正常开展。

5.切实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级政府要把劳动教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劳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做好

督促落实。把劳动教育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完善督导办法。对地方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保障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