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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职学校劳动教育有生产性和教育性的特点，具有综合

育人的价值，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针对中职学校劳动价值取向和

劳动技能水平被弱化淡化，生产劳动教育内容与学生差异性的匹配度

不高，生产劳动教育效果的测评方式单一等问题，基于中职学生的成

长规律，构建“双线并行、三层递进、四维测评”劳动教育改革实践，

促进劳动教育良好开展，实现对劳动教育成效的精准评价，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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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2020 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这表明

劳动教育已经上升至国家人才战略的高度。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

系，中职学校作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在实践

育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看到当前中职学校劳动教育存在一些

问题：

一是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被弱化淡化。由于以考试分数

为导向，而劳动教育未列入考试范围，出现了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

能水平被淡化、弱化的现象。由于生产劳动的课程专注于技能的开发，



缺乏培育对劳动素养和工匠精神的课程，导致劳动的育人功能不突出。

二是生产劳动教育内容与学生差异性的匹配度不高。中职学校以

专业为类别进行招生，学生的兴趣爱好、文化基础、动手能力、情感

态度、行为习惯等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现有劳动教育往往忽视职业

教育的类型特征，导致劳动素养培育大一统，千人一面的局面。

三是生产劳动教育效果的测评方式单一。在当前应试教育指挥棒

下，评价内容缺少职业教育特征，“职业成分”不足，主要是知识和

技能测评，未涉及劳动观念和情感等；评价指标宽泛，未对标学生差

异性；评价方式采用标准化测评，以结果评价为主，忽视了劳动素养，

导致评价的激励、导向和诊断功能弱化。

二、案例简介

本案例聚焦中职学校培育学生“想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价

值观，着力解决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被弱化淡化，生产劳动

教育内容与学生差异性的匹配度不高，生产劳动教育效果的测评方式

单一等问题。通过凸显专业教育的劳动导向构，建了“双线并行”的

课程群。体现学生差异的劳动特征，开发了“三层递进”的教育内容，

立足动态可视的劳动报表，建立了“四维测评”的数字平台。经过八

年探索与实践，构建了“双线并行、三层递进、四维测评”的生产劳

动教育体系（图 1）。



图 1 生产劳动教育体系

该体系促进劳动教育良好开展，实现对劳动教育成效的精准评价，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八年来，35人次获国家级奖项，4 人获全国技术

能手，3 人获省技术能手，3 人入选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企业

对学生的满意度达到 95.2%，学校成为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国

家集训基地、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吸引

了山东、四川等全国几十所院校来校学习考察，办学经验得到国家、

省、市等媒体的宣传报道达 60 余次，较好地发挥了辐射示范作用，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三、案例详情

（一）双线并行：基于劳动价值观培育和技能水平提升，重构课

程群，让学生想劳动。

以劳动价值观培育和劳动技能水平提升双线并行的思路重构课

程群。劳动价值观培育维度，按照“劳动观念→劳动安全、劳动态度、



劳动意志→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价值→劳动情感、劳动品质、

劳动素养”的螺旋上升路径建构；劳动技能水平提升维度则按照“职

业体验→项目研修→企业实习”的阶段递进路径建构。

以劳动价值观培育和劳动技能提升为目标，将人才培养方案的课

程整合为“公共基础必修+生产岗位必修+企业实践必修+核心素养选

修”四个部分（图 2），涵盖了劳动观念与情感，劳动知识与技能等

劳动素养培养，凸显专业教育的劳动导向。包括①生产岗位课程对接

企业岗位需求，开发了 8 门项目化课程。②企业实践课程是按照职业

体验、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三个阶段的综合课程。③核心素养课程按

照知识、能力、素养三个类目，开发了 32门选修课程。

图 2生产劳动教育课程群

（二）三层递进：基于生产劳动教育内容对接学生实际，提高匹

配度，让学生会劳动。



一是学生分层：新生入学，基于学生的知识基础与能力大小进行

基线测评，把学生动态地分为初、中、高三级水平。二是生产劳动项

目分层：根据生产岗位要求和学生层级水平，制订三级教学标准，设

计对应层级的生产劳动项目和任务。三是评价指标分层：针对学生的

差异性，对不同层级的劳动项目和任务，设定相应的劳动观念与情感，

知识与技能等劳动素养评价指标。四是层级递进：在阶段性评价中，

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努力程度和意愿，初级可以进阶到到中级项目

学习，中级也可进阶到高级项目。建立了“项目推动、技能进阶、素

养提升”的初、中、高三层递进的教学运行体系，面向人人，实现因

材施教。

（三）四维测评：立足动态可视的劳动报表，健全评价方式，让

学生爱劳动。

通过生产劳动前、中、后三个阶段落实劳动素养评价，搭建了由

“实践操作(X)” “劳动素养（Y）”“劳动项目(Z)”构成的三维模型

（图 3）。

图 3 生产劳动教育素养三维模型



依据三维模型，制定评价指标。针对学生初、中、高三个层级设

计对应劳动项目，在实践操作中分为生产前、中、后三个阶段，不同

阶段的评价内容均有劳动观念、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和劳动情感 4个

域的劳动素养评价指标。每个指标均分为良好、合格、不合格，分别

赋分 3、2、1，可定性观察，也可定量赋分监测。

运用数字平台，开展四维测评。开发了“智慧劳育”四维测评的

数字平台，形成了每一个学生的评价报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家长参与、企业人员强化的四元评价，运用大数据记录整个学习

过程，形成每位学生的动态评价报表，实现了学生劳动素养全方位监

测。强化过程评价，建立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全时段的跟踪评价机制。

探索增值评价，把学生的劳动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从起点看变化。完

善结果评价，评定“技能之星”“7S之星”“劳动标兵”“校园劳模”

等。健全综合评价，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综合评价。

四、实施效果

（一）学生技术技能水平提升

凸显劳动教育导向的课程群，体现学生劳动层次特征的分层教学，

“四维”生产劳动教育评价体系，让劳动教育有的放矢，实训课程更

加规范，对学生劳动大数据的掌握及精准评价，实训课的质量大幅提

升，学生到课率达到 100%，实训成绩优秀率达到 85%。近三年，学生

双证获得率年均 96%以上，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共获 8金 14

银；省市创新创业比赛获 4 金 7 银 9铜，2 项专利转让。学校成为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集训基地。2021 年，应雨航、李国

庆同学分别入选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电子技术项目



中国集训队。四位教师先后在全国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并被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二）学生劳动素养大幅提高

统计分析 2019 年至 2021 年的相关数据（见图 4），学生在学校

主动参与劳动实践的人数由 67.5%上升到 91.7%，竞标承包厕所的班

级由 41.4%上升到 78.9%，学生参与绿化认养、德育实践合格率分别

由 78.8%上升到 90.1%、96.3%上升到 98.7%。学生参与家务劳动和志

愿服务的人数达到 92.1%，7S 执行合格率由 82.3%增加到 91.3%。劳

动类阳光卡获得数人均 3.3 张上升到 5.1 张。参与志愿服务小时数人

均 8 小时增加到 20 小时。学生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像省“向上向善好

青年”曲朝阳、省“阳光学生”周望拓等优秀学生。勤工俭学岗位为

学生提供了 30余万元的资助，绿化认养、德育实践周为学校节约保

洁养护经费近 60万元，电脑、电气维修小分队节约设备维修经费近

10 万元。师生积极参与企业技改，为合作企业节省资金近百万元。

每年有 550 余名高级工、技师班毕业生在慈溪高薪就业，用人单位满

意度达 92%，创业学生约占毕业生的 5%。

图 4 学生劳动素养数据



（三）毕业生得到广泛认可

每年有 550 余名高级工、技师班毕业生在慈溪高薪就业，用人单

位满意度达 92%，创业学生约占毕业生的 5%。例如，师生自行研发的

多用途农作物脱粒机在慈溪、余姚等地农户中广泛应用，农产品收益

成倍增加，为乡村振兴作贡献。2018、2019 年有六位数控专业毕业

生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导弹基地录用。这些学生是学校培

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典型代表。

五、案例总结与创新之处

（一）机制创新：创造了劳动价值观的培育机制

构建了以培养学生“想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价值取向为核

心的数控专业人才生产劳动教育培养理论，形成了“双线并行”“三

层递进”“四维测评”的一整套生产劳动教育体系，系统阐述了学生

生产劳动素养的内涵和培育路径，把强化劳动观念，弘扬劳动精神，

提升劳动技能水平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解决了过去职业学校劳动教

育有教育无劳动，有劳动无教育“两张皮”的问题。

（2）教学创新：基于生产劳动教育，重构专业教育课程群和教

学运行体系

1.开发了兼顾劳动价值观培育和劳动技能水平提升的生产劳动

教育课程群。以双线并行的路径构建了“公共基础必修+生产岗位必

修+企业实践必修+核心素养选修”的生产劳动教育课程，课程内容对

接企业生产岗位需求，实现了由基础技能到综合技能，再到生产劳动

岗位技能的全覆盖。每门课程涵盖了劳动观念与情感，劳动知识与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