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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通过对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的“劳动进社团”活动进行观察访谈；发现现状面临社团劳动教育认识不足，指导教

师参与度不高，社团劳动教育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新时代新形势下高校社团建设开展劳动教育应做好顶层设计，

建立规范的社团劳动教育管理体系，发展多元化社团劳动教育方式，建设特色社团劳动教育教师队伍，构建规范的社团劳动

教育评价体系，重视学生自主能动性，设计个性化社团劳动教育内容等策略。

Abstract: Through conducted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on the “Labor into the Association” activity of Greenwild Association of 
Xiamen University,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current problems were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in associations, absence 

of instructors, and imperfect mechanism system of labo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associations, and so on. It is proposed that under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s should make top-level design,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labo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develop diversified labor education methods for association practices, build a 

distinctive team of labor education teachers with companies, establish standardized labor education evaluations system, value the 

creativity of students, and design personalized strategies for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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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推动社会发展

的根本力量。劳动教育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的

重要途径。开展劳动教育，鼓励劳动创新，可以帮助学生

理解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感。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加班人的教育目标 [1]。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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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时

代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应“注重围绕创新创业”，“注重培

养公共服务意识”，并重视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劳动教育实

践活动中的作用 [2]。2020 年 7 月，在《意见》的政策指引下，

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简称

《纲要》）[3]，对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评价等做

了具体要求。除了独立开设劳动课程以及学科专业结合劳动

教育，文件中还规定高校可以“在课外校外活动中安排劳动

实践”，提出“将劳动习惯、劳动品质的养成教育融入校园

文化建设之中”。在此背景下，论文研究高校学生社团建设

如何融入劳动教育，通过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的“劳动进社团”

为例，探讨高校劳动教育在社团活动、社团建设中开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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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和新对策。

2 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于劳动教育的内涵、意义、特征等

进行广泛研究，并探讨不同视角下劳动教育的途径。其中，

刘芳芳 [4] 等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维度论述劳动教育的

重要性，并详细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劳动教育的内涵和

价值，强调新时代发展要求下的劳动教育的原则。檀传宝 [5]

区分劳动与实践和活动概念的范畴和内涵，并总结劳动教育

的核心内涵是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培养劳动素养的教育

活动。周继良 [6] 等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高

校劳动教育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政策和具体表现，提出应采

用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劳动教育管理水平。由此可见，劳动教

育区别于劳动的关键是对劳动进行探索性和创造性的总结、

反思和交流。劳动教育旨在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兼具真

实劳动、探索性、创造性的教育活动。此外，卢晓东、刘祥

玲和谷贤林等结合实践探讨高校如何开展劳动教育。卢晓东
[7] 等引经据典，首先论证了劳动教育是动手和动脑的结合，

接着讨论劳动教育评价不应以量化作为评价体系，而应使用

质性描述性评价，最后论述劳动教育的核心是真实劳动、探

索性 / 创造性劳动。刘祥玲 [8] 阐述劳动教育与服务学习的关

系，探索服务学习课程于劳动教育结合的可能性，并具体讲

述在服务学习的四个阶段“准备—实施—反思—总结评估”

如何开展劳动教育。而谷贤林 [9]讲述在美国劳动教育体系中，

大学的劳动教育应重视公民品格的培养，并与社区参与、社

区志愿活动结合，通过社区服务实现培养公民责任意识。

3 以厦门大学绿野协会为例
厦门大学绿野协会是于 2000 年成立的学生社团，宗旨

是推广绿色理念，倡导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2016 年起，

厦门大学绿野协会嘉庚校区的绿野菜地劳动小组开展主题

为“莺飞三月，春耕有我”的活动，开始探索劳动与社团活

动结合的途径。笔者对该小组进行跟踪观察。

根据多年跟踪观察成果，将劳动教育与社团活动成果分

为三个阶段阐述（见表 1）。

第一阶段为 2016 至 2019 年，社团目标是对学校师生普

及农耕文化，通过向校团委和学工部申请活动经费，并向厦

门大学后勤集团申请，将校内丰庭园区用作实验菜地开展

活动。

第二阶段为 2019-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社团活动为

线上远程管理和协调菜地运行。

第三阶段为 2020-2021 年，社团目标从农耕、生产劳作

转向对实验菜地管理模式的研究。社团的“基于社区参与的

高校社区服务模式探讨—以绿野协会菜地为例”获得创新

创业校级立项，学生因此得到学分奖励和课题经费支持。

4 实践结果与分析
劳动教育不单单是生产劳动，而是对劳动的总结、反思、

创新和探索。厦门大学绿野协会“劳动进社团”从前期的生

产劳动实践，到后期以劳动教育为基础带动的社区参与服

务；从原来的自发性社团活动转变为现在的社团活动联动科

研、创新创业、竞赛，反映了社团建设融入劳动教育的探索

过程。但是在观察及访谈中，笔者也发现实际操作过程中存

在的几个问题，包括劳动教育认识不足、教育目标不明确、

指导教师参与度不高、无明确的考核以及奖励机制等。

4.1 对劳动教育认识不足，劳动教育主体地位未能

体现
在各阶段社团劳动实践中，缺乏学校的宏观指导以及配

套的社团劳动教育管理机制，导致劳动教育目标不明确，学

生对于劳动教育认识不足。前期的社团活动目标是培养自给

表 1 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社团劳动教育调查结果

劳动教育

形式
社团目标 活动设计

指导

教师
合作部门 资金来源 考核评价 激励措施

第一阶段
生产劳动、管

理劳动
社团志愿活动

农耕劳作、菜

地管理
1 个

校团委、学工部、

后勤集团

学生活动经

费、会费
终结性考核

“五星级社团”

（校团委）

第二阶段 管理劳动 社区参与 菜地管理 1 个
校团委、学工部、

后勤集团
会费 终结性考核

“五星级社团”

（校团委）

第三阶段
管理劳动、探

索性劳动

社区参与，科

研，创新创业

服务，服务 
社会

菜地管理、志

愿者服务、调

研、竞赛

2 个

校团委、学工部、

创新创业教育孵

化中心、保卫部、

后勤集团

学生活动经

费、会费

过程性 + 终

结性考核

“四星级社团”

（校团委）、学分

奖励（教务部）、

课题经费（创新创

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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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的劳动意识，推广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理念。活动初期劳

动教育是以生产劳动、科普、交流为主的自发性社团志愿活

动。从 2020 年起，在双创教育的推动下，社团成员从亲自

从事生产劳动，转变成研究劳动场所、使用者需求等菜地管

理模式。虽然有较丰富的科研和竞赛成果，但是劳动教育目

标不清晰，发展方向不明确，社团劳动教育主体地位不能得

到体现。

4.2 指导教师参与度不够、支持度不高
社团指导教师通常需要参与社团管理，把握社团建设的

方向，参与社团劳动教育考核评估，充当引领者、监督者的

职责。但是高校对社团指导教师重视度不够，没有明确的考

核制度和工作量管理，使得部分教师轻视社团指导工作。究

其原因，一方面学校对于社团指导教师只给予一定服务性工

作量评定，影响社团指导教师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社团

指导教师对于劳动教育课程建设思路不清晰，方向不明确，

很难组织学生开展劳动教育。

4.3 社团劳动教育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社团学生的考核评价和奖励机制主要由社团管理部

门—校团委和学工部主持，而社团劳动教育也应纳入社团

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然而现阶段学校暂未建立科学的、系统

的、全面的社团劳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无明确的激励措施，

学生劳动教育热情不高，主体地位缺失，影响学生积极性。

学工部每学年末对学生社团进行终结性考核，通过评选“星

级社团”给予学生精神奖励，而社团劳动教育还未纳入校团

委和学工部管理体系。

5 对策与建议
新时代新形势下高校社团建设开展劳动教育应从党的人

才培养全局出发，明确社团劳动教育的目标，构建科学有效

社团劳动教育管理体系，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价值，突出社

团劳动教育的时代特征，并兼顾学生个体能动性。

5.1 做好顶层设计，建立规范的社团劳动教育管理

体系
为了培养新时代背景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高

校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高校社团劳动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校党

委的组织带头能力，加强社团思想政治教育，健全社团劳动

服务思想建设，保障社团劳动教育政策的落地。

其次，应明确社团劳动教育的目标。围绕“培养全面发

展的大学生”的劳动教育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

在社团活动和社团建设中强化大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在劳

动实践中掌握劳动技能、树立良好劳动素养、提高学生的社

会责任心。

最后，要规范社团劳动教育管理机制，优化社团劳动教

育理念，建立有效劳动教育管理体系。学校应当构建“校党

委—校团委—社团组织办—指导教师—社团负责人”的管理

机制，保证社团劳动教育的有序开展；并考虑通过举办社团

劳动教育学术研讨、课题申报等形式，鼓励高校师生参与劳

动教育专题研究中，提高社团劳动教育学术水平。

5.2 探索新时代劳动特征，发展多元化社团劳动教

育方式
按照《纲要》的指导意见，高校劳动教育应以生产性、

服务性、创新创业性形式为主，体现时代特色。依托高校社

团，将其劳动实践形式分成服务性 / 公益性劳动、生产劳动、

探索性劳动、管理劳动等。社团劳动教育不应局限于课堂学

习或者实践课程，可以在志愿者活动、社区参与、校园文化

建设中，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习惯和品格；打造以社团为主

导，以社区为载体，服务社会的劳动教育途径。

5.3 建设特色社团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实施校内校

外双轨制培养体系
加强对指导教师和社团负责人劳动教育的培训，提高劳

动教育管理队伍专业水平，发挥校企合作平台的作用，实施

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社团开展劳动教育。在协同育人的大背

景下，引入校外职业技术团队，加强社团与企业的劳动教育

的合作和交流 [10]。

5.4 构建规范的社团劳动教育评价体系，实现有效

学分管理
设置完善的社团劳动教育评价制度，制定科学的评价标

准，设计社团的劳动教育考核方式，协调学校各部门之间的

统筹协作，尽快出台社团劳动教育学分管理和认定文件。社

团劳动教育评价不同于劳动课程，不应以百分制或者量化来

评定学生劳动价值，建议采用质性评价方式，考察学生平时、

阶段性和终结性劳动教育成果 [11]。

5.5 重视学生自主能动性，设计个性化社团劳动教

育内容
将劳动教育与社团活动结合，不单单可以将学生感兴趣

的内容用劳动实践的方式呈现，而且能够使劳动教育深入学

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学习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行为和价值

观。因此社团劳动教育过程中应重视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

给予其创造空间，发挥学生潜在学习能力；灵活设计劳动教

育内容，鼓励学生对劳动进行总结和反思，引导学生进行探

索性创造性劳动，促进社团劳动教育的发展。

6 结语
综上所述，劳动教育形式多样，不应局限于某几个“劳

动课程”，应渗透到学生成长的方方面面，润物细无声地影

响学生的劳动素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而高校学生社

团作为大学“第二课堂”，在人才培养方面与第一课堂相比，

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和特色。随着劳动教育在大中小学全

面铺开，高校社团作为校园生活和校园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

分，应当承担起安排劳动实践、强化劳动文化、开展劳动教

育的责任和义务。论文通过观察和指导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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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进社团”活动，总结现状的成果并进行反思和分析，

最后对将来劳动教育在社团的开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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