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教育“新样板”：打造产学协同劳动育人新模式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劳动教育新实践 

 

摘要：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已成为新时期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

容。立足国家“双高”建设大背景，坚持五育并举，深入推进劳动教育落实落地，

积极探索开展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新路径。通过产教协同育人，实现

全面融合良性互动，构建劳动教育产学协同育人新体系。实现劳动教育“三大转

变”： 在劳动目标上，实现从内容到素养的转变；在劳动内容上，实现从形式到

实质的转变；在劳动形态上，实现从单一到整合的转变。推进劳动教育落实落地，

形成劳动教育“三大融合”：将劳动教育与农业实践劳动相融合，将劳动教育与专

业生产劳动相融合，将劳动教育与生活服务劳动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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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引导学生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道理，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体要求，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

培养的教育体系。”这是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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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

劳动教育做了全面部署，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

成长的必要途径”。再次强调了劳动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二十条”）实施的大背景下，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已成为新时期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案例简介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是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加强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职业教育应有之



义。近年来，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立足学校国

家“双高”建设大背景，坚持五育并举，深入推进劳动教育落实落地，积极探索开

展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新路径，通过产教协同育人，推进职业教育与

生产实践相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全方位融合，为经济发展

和产业升级培养大批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案例详情 

（一）创新劳动教育时代内涵，实现劳动教育“三大转变” 

在劳动目标上，实现从内容到素养的转变。学校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牢牢把握“树德”在综合育人中的根本地位，引

导、帮助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学校以商科特色为引领，着力构建有

效载体，提升劳动教育工作实效。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围绕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等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教育引

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为落实新时代下劳动教育对学生成长成才

的重要支撑意义，校长张宝忠结合学校专业发展和商科文化，给学生讲授了劳动教

育第一讲《崇德尚技 唯美劳动》，引导学生崇尚技能，热爱劳动。同学们通过亲手

制作杆秤、算盘等，培养劳动技能，感受古代手工匠人的精益求精。从文化体悟到

文化实践，使学生们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并让商科文化浸润其中。 

 

 

 

 

 

 

 

 

 

图 1 校长开讲“崇德尚技 唯美劳动”劳动教育第一课 



在劳动内容上，实现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变。学校深刻理解新时代劳动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通过科学规划，统筹设计，既重视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学

习，也注重对专业技能的实践学习，在劳动教育中充分实现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在

“实质上”而非“形式上”的结合，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把劳动内涵融入专业学习

和实习实训中。学校厘清劳动教育的两大任务“劳动认知教育”和“劳动实践教育”，

以全面提升学生劳动素养为培养目标，真正实现新时代劳动教育内在价值与外在

价值的统一。 

在劳动形态上，实现从单一到整合的转变。劳动教育目标的转变和内容的扩充

预示着劳动教育的根本性变革，这对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践形态和实践

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单一形态的劳动教育实践难以承载新时期劳动教育功能的

实现，必须走向整合性的实践路径。学校通过劳动教育在课程、活动等方面资源的

有机整合，把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专业劳动和日常劳动、个人劳动和集体劳动、

校内劳动和校外劳动等多形态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构建立体式的劳动教育体系。 

（二）推进劳动教育落实落地，形成劳动教育“三大融合” 

将劳动教育与农业实践劳动相融合。学校在校园里专门开辟了 7300平方米的

“劳动实践田”，由各学院分块承包自行安排种植，丰富了学生在校园的劳动生活。

学校以校园劳动实践田为依托，让学生体验从简单劳动、原始劳动向复杂劳动、创

造性劳动的发展，学会使用农业劳动工具并掌握农业生产技术。 

 

 

 

 

 

 

 

 

图 2 学生在校园劳动实践田劳动 



将劳动教育与专业生产劳动相融合。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示

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培育单位，借助浙江商业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优势，积极探索校企

深度融合办学合作平台，把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为学生开展

劳动教育提供劳动实践和专业实习平台，培养学生劳动精神，提高学生职业技能。

学校以校内外实践教育基地为依托，组织学生到企业参加实习实训，安排学生参与

生产实践活动，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新形态、新方式。各二级学院结合专

业特色和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劳动教育新模式，打造“专业+劳动实践”、“创

新创业+劳动实践”等新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启蒙活动和劳动专业实践

体验活动，共同探索和完善劳动教育教学体系。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

把劳动实践田收获的蔬菜，通过直播平台推销给校内师生，直播间生意火爆。旅游

烹饪学院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学生把亲手种植的蔬菜搬上餐桌，品尝美味菜肴。 

 

 

 

 

 

 

 

 

 

 

 

 

 

 

 

图 3 学生参加专业生产劳动 



将劳动教育与生活服务劳动相融合。学校引导学生开展垃圾分类、教室清洁、

文明寝室建设等校园公共场所劳动锻炼，培养学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技能。组织学

生持续开展日常性的生活劳动，以寝室为单位定期评价劳动效果，评定星级寝室，

开展自我生活管理和自我劳动管理。学校充分挖掘校外劳动资源，与地方政府、行

业企业、文化场馆、周边社区等，为学生定期和不定期提供劳动教育资源。设立实

践教学周，让学生带着课题和问卷，走出校园，走进企业，走向社会，在劳动实践

中提升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开展职业技能大比拼、劳动技能文化节等活动，结合

“朋辈关怀”、“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服务性劳动。 

（三）实现全面融合良性互动，构建劳动教育产学协同育人新体系 

学校立足产教融合的大背景和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趋势，构建了由劳动认知

教育和劳动实践教育组成的劳动教育内容。通过开展“关于劳动”的认知教育，深

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伦理

观，加强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增强诚实劳动意识，培养奋斗精神

和奉献精神，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使

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品质。通过开展“通过劳动”的实践教育，培养学

生扎实的专业实践能力和生产能力，养成积极参加日常生活劳动、服务性劳动和农

业劳动的习惯。通过实践劳动，让学生深化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集体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形成热爱劳动的情怀、创新创造的能力、艰苦奋斗

的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学校注重培育劳动教育师资队伍、营造劳动教育校园

氛围、构建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劳动教育保障，促进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

劳动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并进，构建了产学合作协同育人背景下的新时代高职院

校劳动教育体系。 

 

 

 

 

 

 



 

 

 

 

 

 

 

 

 

图 4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基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劳动教育体系结构图 

 

（作者：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郑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