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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教育观为指导，参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使知识分子

与工农群众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道路。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诞辰之际，回顾和梳理党倡导劳动教育的百年历程，再塑劳动教育新体系，对于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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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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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its inception，CPC

has been guided by the Marxist concept of labor education，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study program in France，carried out the civilian

education movement，combined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and connected intellectuals with the mass-

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CPC has explored the road of labo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iew and sort out the centenary course of

labor education advocated by the party and reshape the new system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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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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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应将劳动教

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阶

段。《意见》肯定了各学校在实践育人方面取得

的成效，也提出了诸如劳动观念淡薄、劳动技

能缺乏、劳动教育被忽视等问题。新时期学校

劳动教育迫在眉睫。以史为鉴，回顾和梳理党

倡导劳动教育的百年历程，总结其劳动教育的

基本经验，对于新时期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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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动教育的初创

在建党之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萌生

了劳动教育的思想，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取

得了一定成果。他们反对教育改良论，主张教育

与劳动结合，教育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1919

年，李大钊在《新生活》杂志上以《工读》为主题，阐

述了工读主义教育思想。同年冬，毛泽东在《学生

之工作》一文中描述了一个“新村”计划，提出了工

读并行的设想。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新的

教育理论的同时，开展了新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

在：其一，参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1912年，蔡元

培、李石增设立预备学校，组织人员赴法勤工俭

学。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后，广大留法学生在党

团组织的领导下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

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其二，开展平

民教育运动。为了接近劳动群众，早期的马克思

主义者提倡平民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平民

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到芦沟桥、丰台、长辛店等地的工人和农民中讲

演。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平民夜校，在工农群众

中开展教育活动，为后来工农运动的开展创造了

一定的条件。1920年10月，由邓中夏主持，以史

文彬等10名工人的名义发起的劳动补习学校成

立，教员由共产主义小组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

义选派，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经常去上

课。通过补习学校的教育，工人的政治文化素质

提升，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

革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

定了继续开展工农教育运动的任务。为了促进

工人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劳动组合书

记部，开展工农教育活动。“一大”后，毛泽东任中

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他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工

人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有力

地配合了革命斗争的发展。此外，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农民协会还在各地创办了农民学校，紧密

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对农民开展文化知识教育和

革命思想教育，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中国共产党还创办了几

所干部学校，如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干部

学校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指导思想，组织学

生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和学习。一些干部学校

还积极承担社会教育的任务，如开办工人夜校，

干部学校教员、共产党员也为夜校授课，讲习所

内的学生既要学习革命理论课程，又要参加农村

运动实践和军事训练。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教育与政治结合，

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他们为工农大众争取

教育权，通过开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平民教育

运动，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设立专门的机构继续推进工农教育

运动、创办干部学校，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下教育工农群众。

这一时期，劳动教育的目标是使教育与政治

结合，扩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提高他们的文

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教育对象既有工农群众，又

有干部学校中的学生；劳动教育不局限于干部学

校、工农学校，而是渗透在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

中，且多选取实际问题作为教育内容。早期马克

思主义者教劳结合的思想与实践活动是劳动教

育的孵化期，为党在根据地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劳

动教育提供了经验准备。

中国共产党继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教劳

结合的思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确保劳动教育的

开展。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

会决定文化教育要实行“四化”的方针。1934年4

月，《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对学生劳作实习的时间

作了说明。

根据地各学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原则，主要体现在组织形式、教学时间、教学内

容、教育方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几方面。边区学

校以“适应农村经济生活”为原则，调整教学时

间，形成了全日班、半日班、早班、识字班等不同

形式，探索出集体教学、小组学习和个别教学等

教学组织形式。学校多从儿童实际经验出发，充

分运用单元主题教学法、直观感知法、实际锻炼

法、情景陶冶法、榜样示范法，在各学科教学中开

展劳动教育，在生产实践中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深化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达到身心和

谐发展的总目标。

受旧的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再加之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的影响，边区出现过教育与生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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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政府工作、家庭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曾任绥

德分区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

作风，组织专人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对于教育的

需求，提出“学校和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结合”

的教育工作方针［1］。之后，绥德分区的这条教育

经验被推广至全边区，推动了边区国民教育的深

入改革和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劳动教育缓解了战时农村物

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增加了学生的劳动知识

与技能，陶冶了他们的劳动情感。同时，劳动教

育成为学校、社会、政府、家庭相联系的纽带，也

是四者相结合的主要手段。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劳动教育

的回归

中华人民国和国成立后，国家根据社会需要

几次调整劳动教育和其他四育之间的关系。建国

之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大批学生不愿参加

生产劳动，而是选择进入学校继续深造，带来了

“毕业即失业”的局面。《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

等教育的指示》批判了忽视劳动教育、轻视体力劳

动的思想。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教育部号召在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中开展生

产技术教育。1957年，仍有大部分初中、高小毕业

生不能升学，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3月18日，

在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教育部再次强调

加强劳动教育。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中，

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并针对不同性质、不同

阶段的学校的劳动教育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学

生半工半读，农业学校学生在自设农场生产，农村

学生可利用假期参加本村生产等。

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既是缓解升学压力、解

决就业问题的举措，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手

段，承担着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发展生产的重

任。劳动教育通过工农业生产活动、实验实践活

动开展，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与甘于奉献的

精神。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劳动教育在徘徊中前进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1981年，

教育部提出开设劳动技术科、职业技术教育课的

要求。为了指导劳动技术教育课程的设置，1987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学教育司进一步明确了教

学内容。198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中小

学勤工俭学暂行条例》，具体阐述了勤工俭学活

动的性质和任务。之后，中小学生的勤工俭学承

载着劳动教育的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技能的培养是学校劳动

教育的重要任务。教育部先后颁发多部草案确

保在中小学校开设劳动技术课程，明确了劳动技

术课的课时及评价方式。然而，虽有文件制定和

发布，但是受应试教育“智育第一”观念的影响，

劳动教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1995年2月，随着《国家关于正式颁布中学德

育大纲的通知》颁布，劳动教育成为德育的重要

内容和途径。1996年6月，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

生产劳动与科技活动、其他社会实践相并列，成

为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方式。之后，劳动教育由

学科转变为学科内容，成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构成要素。学界以人的发展为基点探寻劳动教

育与其他四育之间的关系。如黄济［2］和瞿葆奎［3］

就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进行

了讨论。这一阶段，劳动教育成为开展素质教育

的重要方式，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开始被关注，劳

动教育与其他四育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教育体系

中的地位成为探讨的热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教育

新体系的再塑

2018年 9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明确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教育方针的高

度强调了劳动教育的地位。2020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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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

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

平。《意见》明确了新时期劳动教育的指导思想

和基本原则。针对学校劳动教育开展中的问

题，提出了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开展劳动

教育实践活动、提升劳动教育支撑保障能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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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几点意见。2020年7月，

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的通知，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明确了劳动教育的性质、目标与内

容、教育途径、关键环节和评价等事项，提出了

劳动教育规划与实施要点，为各学段开展劳动

教育提供了行动指南。

学界也开始从身心共生和全面发展视角探

讨劳动教育的问题，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劳动教育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各级各类学校基于所在

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资源研发劳动教育

的校本课程。如西部某农林科技大学以“农科教

结合、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格局开展劳动

教育，把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该学校

开设劳动教育理论课程，成立耕读会、耕读教育

基地、乡村振兴青年实践基地等增加学生的劳动

知识、提高劳动技能，陶冶劳动情感。

新时代，在政策层面五育并举的劳动教育新

体系已形成，在实践中各学校劳动教育课程的研

发和实施、劳动教育活动的开展也取得初步成

效。然而，劳动教育中还在在一些问题，如一些

青少年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劳

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功利化；家庭、学校、社会

之间还未形成教育合力；五育之间融通不够，这

些都消解了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的历史经验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发展历程不

难看出，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是共产党在吸收马

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探

索出来的，是我国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承担着服务社会的任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

者以工人、农民为对象，通过勤工俭学运动、平民

教育活动，为劳苦大众争取教育权，在劳动人民

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和政治觉悟；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设立工农学

校、干部教育学校，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工

农运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学

生对实际问题进行学习，鼓励师生参与到社会教

育活动中；根据地的劳动教育渗透在干部教育、

中小学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中。结合根据地的实

际，选定劳动教育内容，设置劳动教育课程，改革

劳动教育方法，初步探索出学校和劳动、社会、政

府、家庭结合”［1］的劳动教育模式；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劳动教育主要作为缓解就业、促进经

济发展的手段，其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未得

到应有的重视。这也致使劳动教育在与智育的

较量中败下阵来，其在教育体系中独立的育人地

位被忽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

教育的开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论

述、工读思想为其开展勤工俭学、平民教育活动

提供了指导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办了工人学

校、图书馆、干部教育学校等，将革命思想传递

给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

悟。1934年，“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成为

苏维埃文化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国家历届领导人对教劳结合的思

想进行了阐述。这一方针在落实中表现为从教

育与工农业生产结合到教育与科学技术、生产

劳动、社会实践及国家创新相结合转变。新时

代，劳动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劳动教育体系

马克思从论述人的片面发展中揭示出全面

发展的含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旧式分

工将人的劳动分成几部分，限制了人的活动范

围，造成了体脑分离，使人的发展受到严重破

坏。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体机制的协调发

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

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

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530

劳动教育应符合学生年龄特点，注意手脑并

用，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具言之，劳动教育应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和已有经

验设置劳动教育课程，分阶段制定课程目标。如

小学可注重劳动意识和习惯的培养，中学围绕培

养学生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开展，重视学生的职业

体验感的获得，高等学校则应结合所学专业培养

学生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能力以及甘于奉献的

精神。此外，还应完善劳动教育评价机制。重视

学生的劳动素养评价，制定评价标准，创新评价

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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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调德、智、体、美、劳五育之间的关系

“以劳培德、以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

的劳动教育实施途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

逐渐探索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较

重视学生文化知识的培养，而对于体育、劳动教

育的关注不够，导致学生缺乏劳动的热情和奉献

的精神，形成了毕业即失业的局面。由此可见，

劳动教育是综合性、开放性的社会教育活动，绝

非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学校在开展劳动教育

时，时刻注意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

“五育”相融相通，协同并进。

（四）构建“家校社政”四位一体的劳动教育

联动机制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的勤工俭学运动、平

民教育活动是校内学习和校外工作相结合的典

范。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劳动教育更是充分

利用了蕴藏在家庭、学校、社会、政府中的教育资

源。如延安时期米脂女小将课堂搬到地里去、带

领学生参观工厂、请地方干部作报告等。校内课

堂教学与校内外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劳动教育

是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相联系的纽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建立家庭、学

校、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劳动教育联动机制，充

分利用各方教育资源。在政府统筹的基础上，形

成协同育人格局。

六、结语

“劳动以外的教育和没有劳动的教育是不存

在、也不可能存在的。”［6］127劳动教育是引导学生

运用知识和技能获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

践活动，旨在培养他们对于劳动及劳动人民的情

感，端正劳动态度，增进劳动知识，提高劳动技

能。单纯的机械劳作与脱离实践的劳动教育知

识学习都是对劳动教育的误解。真正意义上的

劳动教育应能使人在实践中充分运用生产生活

知识和技术，体验劳动之趣，获得劳动之识，养成

劳动之情。劳动教育有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是其

他四育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在劳动教育中可增

进学生的劳动知识、技能及情感；另一方面应在

其他四育中引入劳动教育，发挥其“以劳培德、以

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的作用，使四育落

地生根。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广大工

农群众的利益。党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工农

教育运动，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

与工农群众相联系。抗日战争时期，劳动生产与

战争、教育并列为解放区必须执行的三项中心任

务，劳动教育被贯彻到根据地各级各类教育中去，

既改善了边区严峻的物质条件，支援了革命斗争，

又培育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着深厚劳

动情感的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教

育曾被异化为单纯的体力劳动或成为追求“智育

至上”目标的附属品，劳动教育独立的育人地位被

忽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勤劳

节俭的民族传统，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

说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的教育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教劳结合

的思想。劳动教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劳动教育仍存在很多

问题，如一些青少年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

不会劳动；劳动独特的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

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新时代，加强劳

动教育迫在眉睫。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

时代的到来，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

了重大变革，劳动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途径、

评价也应进行变革。与此同时，还应根据不同学

段学生的身心发展情况构建科学的劳动教育体

系，推动劳动教育成为一种增进劳动知识和技能，

获得丰富劳动情感体验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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