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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本质一方面是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劳动价

值观，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劳动实践能力，养成劳动习惯。

研究生作为国家高水平人才以及社会发展建设的预备军，更

需要秉持正确的劳动观念，知行合一，全面发展。因此，研

究生劳育教育是研究生培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培

养研究生拥有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高校研究生已经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是未来社会高

层次人才的预备军与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有着更特殊的使

命担当。劳动教育能够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学习能力与

道德修养，使他们能够时刻内省，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下

做出正确的判断；学习和体会劳动精神，使研究生走出“舒

适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劳动观，才能更好地投身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浪潮 [1]。

高校研究生的培养教育主要是导师责任制，日常学习

生活分布在不同的课题组，培养教育不均衡，在就业选择上

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开展劳动教育，可以使研究生通过课

堂、实践、宣传等渠道，更充分的了解社会发展与变化趋势，

建立更加多元的知识和思维体系，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积极

的择业观，乐于、勇于投身国家建设，在各行各业中发光发

热，以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律。

高校应加强顶层设计、拓展劳动内涵，培养研究生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将劳动教育融入研究生“三全育人”的要

求中，实现研究生劳动教育体系化。抽丝剥茧，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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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中已经具有劳动教育属性的育人环

节与新增劳动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进行衔接与融合。聚散为

整，体系建构，将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创

新创业教育、产教融合、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校园文化建设等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在高校既有的研究

生培养体系中推进，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育、创新

实践教育体系中“融入”劳动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

在高校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增加劳动教育的板块，增设独立的

劳动教育课程。同时，劳动教育推进中的学术研究、教育教

学研究也必不可少。最终形成“思政劳育”“专业劳育”“实

践劳育”“课程劳育”“学术劳育”，通过五种劳育的合力，

将劳动教育纳入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各环节。

劳动教育应当全方位纳入高校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政府、高校、社会、家庭的协同育人机制。高校应当建

立健全劳动教育组织实施的工作队伍，成立学生劳动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各部处实现联动配合，合力支持，安全保障；

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配齐劳动教育必修

课教师，保持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特

别是思政教师、辅导员、导师的作用，利用党组织、共青团

以及学生社团等各方面的力量，合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

动。此外，高校或学院还应当充分发挥校企、院企合作优势，

与研究生就业单位建立校外劳动教育中心，尝试联合开展研

究生生产实习、就业创业实践、毕业设计等教学实践环节，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劳动锻炼教育，树立正确择业观。

充分利用家长及当地人力资源，聘请相关行业专业人士担任

劳动实践指导教师。

研究生劳动教育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只有激发学生的

主动性，让学生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氛围中自觉地投入

到劳动中，才能取得良好的育人成效。因此，应当将劳动教

育融入研究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循序渐进地开展丰富多

彩的教育活动。在思政课堂教学中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劳动

教育思想，深入阐释劳动的内涵、意义和价值，正确认识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在思政实践活动中拓展

劳动教育实践平台，发挥第二课堂劳动教育主阵地作用，通

过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提

升研究生参与主动性和创造性。除了思政教学课堂和实践活

动外，高校还需要结合研究生特点，顺应时代特点，用更贴

近学生的形式进一步探索劳动教育的新模式，提升学生的劳

动兴趣，例如挖掘学生社团的劳动育人功能。

首先，劳动教育与专业培养目标融合。研究生培养的

目标是培养掌握专业能力并能开展相关专业工作的研究人

才，不仅需要研究生的专业能力更需要其工程实践能力。

其次，劳动教育与专业培养过程融合。在专业教育的

方案制定阶段，高校应将劳动教育内容作为方案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例如，高校可以依托于现有的专业理论课程，增加

动手实践环节或开设劳动教育专题课，针对研究生在科研、

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展切实有效的教学与培训。

最后，劳动教育与专业培养团队融合。把劳动教育纳

入教师培训内容，强化每位教师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在

专业教育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劳动教育；承担劳动教育团队在

课程设计时，与专业技能有机衔接。

评价考核机制对研究生劳动教育的设计、组织与开展

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进而持续改进，推动研究生劳动教育

常态化。高校应当以问题为抓手，在评价过程中，要坚持“改

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的教育评价改革要求 [2]，将劳动素养纳入研究生综合素质评

价体系和奖助评优体系，营造以评促融、以评促建的评价考

核机制，努力让研究生劳动教育的理念与内容融入每一位学

生的日常生活。

在对学生劳动教育效果进行综合考评与奖惩的同时，

高校也应当明确教师考核标准，将指导学生劳动实践活动纳

入课程管理和教师工作量、业绩津贴奖励和考核评价体系，

保证对教师的考评有据可依，进一步激发教师投入劳动教育

的动力 [3]。除了对人员的评价，高校对现行机制的“自我检

查”也十分重要。评价应把握高校研究生劳育的总体性原则

与要求，以是否符合原则与要求作为评价高校自身工作与现

存机制的根本判据。

综上所述，开展研究生劳动教育有利于引导研究生树

立积极的劳动价值观、择业观，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独特

的育人价值。高校应当在研究生劳动教育的体系架构、协作

联通、专业融合、评价考核等方面加强建设，实现劳动教育

效果的全方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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