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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嵌入高职劳动教育实践探索
蓝丽榕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摘要：劳动教育已经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关键一环，当前高职院校亟需找到破除劳动教育“有劳

无育”、“有行无效”等主要矛盾的有力举措。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经过数年的探索与完善，其科学性与可操作

性为高职院校实施劳动教育提供有效支撑。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嵌入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施，能够有效融合育

人资源构建劳动教育育人机制，确立劳动教育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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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劳动教育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

的一席，劳动教育制度随着多年的探索与发展逐步趋于

稳定，在 2020 年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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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简称为《意

见》）中，劳动教育被正式确立为“劳动教育是国民教

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的价值旨向从培养德才

兼备的经济建设者逐步过渡到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中，劳动教育作为的“育人”属性提升而“强能”属性

降低。近年来，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在政策层面得以确立，

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基础。

在政策导向下，大中小学结合自身办学特点，逐步

抬升劳动教育在育人实践中的地位。高职院校始终将

“强能”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依托专业实训课程

与下企业到岗实践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学生以参与课程

的形式进行了专业劳动。当前，高职院校在实施劳动教

育中出现劳动教育价值认识不清、一方面，高职院校需

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关于加强劳动教育的要求，另一方

面，难以将劳动教育与自身办学特点有效融合使得劳动

教育有“形”无“效”的问题亟需解决。“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其分场景、

系统化的评价机制成为各高校引导大学生参加第二课

堂活动、评价大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表现的重要标尺。本

文探索将“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融入劳动教育实施体

系，为高职院校实施劳动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2“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融入劳动教育的现

实依据

相较于本科教育，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更多更

注重实践，劳动教育常常在专业技能训练、专业实习中

发生。随着政策导向的加强，各高职院校也逐步加强劳

动教育，但常见的实施方案与其人才培养特点并不贴合，

而“第二课堂成绩单”作为日益完善的评价体系，能够

很好地将劳动教育目标融合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各

环节。

2.1 劳动教育目标多元

《意见》从思想认识、情感态度、能力习惯三个方

面提出要求，强调要体认劳动不分贵贱，培养勤俭、奋

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同时，对高等学校提出更

具体的操作指导，如在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等多环节加强劳动教育，在劳动中培养同学们诚实劳动

意识、公共服务意识、主动作为的奋斗精神与奉献精神。

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特点均有着浓厚的以

“劳”强“能”的底色，在技能训练、实习中潜移默化

地培养了同学们的劳动习惯、劳动情感、劳动精神，劳

动教育融合在专业培养各环节而鲜少被系统化地提出。

随着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被频繁阐释并以政策形式得以

确立，高职院校不得不重新思考劳动教育多元目标下，

如何结合自身办学特点加强劳动教育。

2.2“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完善

近年来，团中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青年工作

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等要求，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完备系统、实现

高校全覆盖应用，逐步提升高校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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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制度在学校立德树人任务中的贡献度。第二课堂成

绩单制度在系统建构中参照第一课堂教学大纲模式，有

明确的教育目标、教学范畴、教学方式与考评方式。第

二课堂成绩单在教育内容的确定上，围绕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社团活动、专业竞赛各环节并将第二课堂结构

为思想成长、实践实习、志愿公益、创新创业、文体活

动、工作履历、技能特长等内容，使之既贴合大学生校

园生活特点，又能确切地回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特点与

目标。当前，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深度融合，成为高校进一步完善“三全育人”机制

的有效抓手。

2.3 融合育人实践趋向纵深发展

随着劳动教育被正式确立为我国劳动教育制度的

重要内容，高职院校逐步增强劳动教育实践及其研究，

以“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为关键词在知网、万方等学术

文献资源检索平台能够检出大量有关记录，在各大搜索

引擎输入“劳动教育”也能筛出各高职院校近年来关于

加强劳动教育实践的有关新闻讯息。当前高职院校在开

展劳动教育中存在有行而无效、有心而无力的窘迫困境，

将劳动教育与原有的第一课堂、第二课堂育人机制割裂

开来，未能挖掘劳动教育在推动高职院校融合育人中的

重要价值。在我国学校教育的历史长河中，劳动教育始

终有着其重要一席，而新时代劳动教育内涵的进一步确

立，其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中的综合育人价值也

逐渐得以被论证并服务于实践，可见劳动教育已成为推

动融合育人实践纵深发展的关键。自 2018 年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

制度的意见》出台以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经过广泛、

深入的实践与优化，第二课堂活动内容丰富、活动形式

多样、评价机制完善，是高职院校推动劳动教育实践纵

深发展的有力抓手。

2.4 育人导向高度一致

相较于重理论知识培养的普通本科教育，高职教育

则更倾向于培养高职学生掌握能够在劳动世界应用的

专业技术。高职毕业生必须掌握更新、更高水平的劳动

生产技术，养成热爱劳动、朴实劳动的劳动习惯，具备

精益求精、勇于挑战技术高峰的劳动精神，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目标才能真正回应我国产业升级趋势。劳动教育

已经纳入我国教育方针，是当前高职院校的重要改革内

容。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目标重在专业技术人才培

养的基础上，着重培养高职学生的劳动精神、劳动价值

取向。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是第一课堂的延展与补充，

通过丰富的内容、多样化的载体、便于操作的评价机制

将同学们引入实践，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思维、责任担当

意识与综合实践能力。由此可见，劳动教育与第二课堂

成绩单制度均体现出明确的实践导向、价值观教育导向，

均致力于培养时代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

3“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融入劳动教育实践

路径探索

3.1 融合育人资源，确立实践机制

新时代劳动教育内涵从三个维度得以全面阐释，即

“通过劳动的教育”、“关于劳动的教育”、“为了劳

动的教育”，为高职院校实施劳动教育提供思路启发。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从提出至今，其实践机制趋于成熟，

通过显性的学分赋予的评价方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与导向性，能够涵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各环节，也为高

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提供有力的借鉴与支撑。劳动教

育实施者应当在充分体悟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内

涵的基础上，根据人才培养特点，分层分类确立劳动教

育目标。依托第一课堂各科课程特点，有针对性地嵌入

劳动教育内容，在理论讲授中嵌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

观教育，在实践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劳动精神。利用

第二课堂开展多样化活动补充、延伸第一课堂实现的劳

育目标，通过开展高职学生喜闻乐见的第二课堂活动，

让高职学生在活动中体悟劳动创造的伟大、在劳动中获

得劳动创造的获得感。

3.2 创设“1+X+N”模式，确立劳动教育实施体系

当前，虽然劳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

内容，但在高职院校的实践各环节存在“有劳无育”、

“有行无效”的问题，其突出矛盾主要体现在高职院校

在实施劳动教育中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模式。结合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特点，提出“1+X+N”劳动教育实施体

系，从“劳以树德”、“劳以强志”、“劳以健体”、

“劳以育美”、“劳以创新”出发，融合“第二课堂”

成绩单，以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平台，集中落实

劳动教育内容，结合专业能力素质要求、职业发展需求，

有序推动劳动育人目标。第一，上好“1”堂劳动实践

大课堂。在开展专业实训前，依托思政课堂、劳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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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树立劳动光荣的道德风尚，鼓励学生在参与劳动

的过程中精益求精，引导学生在行动中体悟劳动创造的

成就感与获得感。第二，构建“X(多)”元参与主体。

围绕专业实习、社区服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等环节，

倡导学校、家庭、社区、企业共育，培养同学们立足校

内、走向社会，以校内集体劳动和校外劳动锻炼为主，

实施和开展劳动实践。第三，打造“X”个主题活动。

依托“新生军训”、“秋季学期迎新工作”、“毕业生

离校”、“爱国卫生运动”、“雷锋月”等主题，创设

劳动实践大课堂，让同学们在劳动实践中体验劳动、体

悟劳动。

3.3 多措并举，上好劳动教育必修课

《意见》提出，职业院校应当开设不低于 16 学时

的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劳动教育以必修课程的形式确立，

一方面凸显出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对高职

院校做出了明确规定。在落实劳动教育必修课的层面，

虽然高职院校作为教育机构对如何设计并实施课程应

当信手拈来，但劳动教育从没像今日般浓墨重彩地走入

教育领域。必须承认的是当前各高职院校并没有专门的

教师队伍、课程资源来推动劳动教育必修课的落实，往

往依靠线上课程、固定化的劳动实践“拼凑式”地力图

达到《意见》规定的 16 学时。根据各学段特点开设劳

动教育课堂。一年级结合专业教育，引领学生走入专业

劳动的大门，培养学生对专业劳动的兴趣与情感；二年

级结合专业实训，开展劳动安全教育，从劳动场所及过

程保护、劳动关系保护等角度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三

年级结合就业指导，培养学生的发展性思维，让学生在

劳动中有持续的获得感。同时，结合各学段特点设计多

样化的第二课堂活动，将第二课堂成绩单表现列入劳动

教育必修课的考核范畴。

3.4 拓展劳育活动，增强劳动体验

在我国历史长河和教育实践中，中华民族始终歌颂

劳动、崇尚劳动，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优渥的

生活条件在青少年与劳动之间创设一条看不见的深沟，

青少年缺乏基本的生活劳动尝试与技能、劳动意识淡薄

等问题日益突出。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新时代劳动者的重

要组成部分，应当更重视、更急切地通过开展劳动教育，

通过劳育活动增强高职学生的劳动体验，深化学生对劳

动的认识与理解。第一，依托第二课堂开展开展手工制

作活动。让学生在动手制作中提高劳动审美，增强对劳

动创造幸福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自觉。第二，开展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鼓励学生利用专业知识与技术，深入周边

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第三，

挖掘校园劳动资源。挖掘宿舍卫生评比、实训室清洁养

护、课堂巡检等日常工作中的劳动教育资源，将第二课

堂成绩单评价机制嵌入其操作环节，将“要我劳动”向

“我要劳动”的观念转化中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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