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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读本》（高职版）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适用专业 全校各专业

总学时 18 总学分 1

制定时间 2022年 5月 第几次修订 1

修订人 房乐 审核人 黄立健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课程类型：（理论课）

二、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一门公共必修的课程，本课程遵循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劳动教育的意见》

和教育部发布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文件要求，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职大学生作为教育对象，围绕劳动

技能、劳动精神、劳动品质等模块开展教学，通过对劳动理论的基本

学习，让学生掌握劳动知识，提升劳动技能，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

价值观，形成良好的劳动品质。同时，培养学生新时代劳动者的创新

精神和创造能力，使学生提升综合劳动素养并帮助其全面发展，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课程设计

（一）课程设计理念

（1）课程既有劳动知识的传授，也有劳动技能的培养，还有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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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劳动价值观的转变，是综合理论为一体的课程。劳动观念、劳

动价值观的树立和技能的获得比知识的掌握更重要，劳动观念、劳动

价值观的树立是课堂教学的核心。

（2）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劳动在人类进化和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推动作

用，通过探讨劳动与学习、实践、创造、职业及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性，认识劳动的本质。通过教师的讲解与引导，学生按照课程的进程，

学会通过校内的生活劳动和校外实践劳动，培养和提高生活和生产劳

动的能力，通过劳模和工匠的劳动故事，学习和传承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和劳模精神，培育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的劳动品质。

尊重自己跟他人的劳动成果，创新劳动理念，学会运用辩证思维，客

观地看待世界。

（二）课程设计思路

紧密结合现阶段社会发展形势和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的现状，采用

理论学习加劳动实践的教学模式，体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

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的学习理念。

（三）课程设计的具体内容

本课程共设置八个专题：

第一章：崇尚劳动

第二章：掌握技能

第三章：传承精神

第四章：培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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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尊重劳动：实现体面劳动的核心

第六章：从劳动锻炼走向工作世界

第七章：做时代的劳动者

第八章：拓展学习

四、课程的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劳动简史、劳动本质的基本内涵，以及劳动本质与劳动

意义的相互关系，明白劳动在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推动

作用；

（2）了解掌握生活技能、职业技能、社会技能的基本途径、意义

及其注意事项，树立热爱和尊重劳动的态度以及服务他人、奉献社会

的价值理念；

（3）了解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

系，树立热爱劳动、精益求精、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等积极向上的劳

动价值观观念；

（4）了解劳动品质的基本内涵，树立依法履约守纪、安全生产的

意识；

（5）了解体面劳动的基本内涵与要求，实现体面劳动的意义，劳

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以及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途径，劳动者应该如

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6）了解劳动与职业选择、劳动与创新创业、劳动与职业理想之

间的关系，理解劳动锻炼在走向工作世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7）了解新时代劳动者的理想、本领和担当意识的基本内涵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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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树立成长为新时代社会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和责任感；

（8）了解在劳动中正确利用辩证思维，平衡好劳动价值与心智发

展的关系，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树立营造出热爱劳动、劳动崇

高的氛围。

（二）技能目标

（1）开展劳动教育，使学生获得必需的有关劳动的基础知识；学

会使用劳动工具等基本技能；认识劳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了解

技能的一些基本要素和核心概念。

（2）使学生了解劳动活动如何开展，掌握基本的劳动方法；提高

解决实际劳动活动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3）使学生接受劳动观念和创新精神的熏陶，养成良好的劳动行

为习惯和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

（三）素质目标

（1）正确认识劳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

值；

（2）理解领会高职学生掌握生活技能、职业技能、社会技能的途

径和重大意义；

（3）形成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增强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和劳动自豪感，理解领会新时代劳动者应具有

的精神面貌并积极践行；

（4）培育并积极践行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的劳动品质；

（5）树立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优良品质，并思考如何才能实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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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体面劳动并为之作出自己的努力；

（6)做新时代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7)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劳动者；

（8）提升劳动中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善于在劳动中充分发挥

创新劳动；

（9）做一个全面、发展地看待世界，做一个客观的人。

五、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一）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表

教学专题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

专题一

崇尚劳动

劳动简史

劳动本质

劳动意义

1.了解劳动简史、劳动本质的基

本内涵，以及劳动本质与劳动

意义的相互关系；

2.树立崇尚劳动和热爱劳动的

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3.理解领会劳动的意义和价

值。

2

专题二

掌握技能
生活技能

职业技能

1.了解劳动与职业选择、劳动

与创新创业、劳动与职业理想

之间的关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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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技能 2.理解劳动锻炼在走向工作世

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3.践行做新时代的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专题三

传承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

1.了解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

关系；

2 树立热爱劳动、精益求精、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等积极向

上的劳动价值观；

3.理解领会新时代劳动者应具

有的精神面貌并积极践行。

2

专题四

培育品质

依法遵纪守约

安全生产

吃苦耐劳

诚实守信

勤俭节约

1.了解劳动品质的基本内涵；

2.树立依法履约守纪、安全生

产意识；

3.培育并积极践行：吃苦耐劳、

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的劳动品

质。

2

专题五

尊重劳动：实现

体面劳动的核

心

让劳动者实现体面

劳动

促进劳动者全面发

展提高劳动者待遇

1. 了解体面劳动的基本内涵与

要求，实现体面劳动的意义以

及中国为实现劳动者体面劳动

做出哪些有益探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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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劳动者权益 2. 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以及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途径；

3.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待遇以及

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树立尊重劳动和劳动者的优

良品质；

5.理解领会如何才能实现劳动

者体面劳动并为之作出自己的

努力。

专题六

从劳动锻炼走

向工作世界

劳动引发职业兴趣，

助力正确择业

劳动培养创新能力，

提升创业意识

劳动助推职业生涯，

成就职业理想

1.了解劳动与职业选择、劳动

与创新创业、劳动与职业理想

之间的关系；

2.理解劳动锻炼在走向工作世

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3.践行做新时代的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2

专题七

做新时代的劳

动者

做有理想的劳动者

做有本领的劳动者

做有担当的劳动者

1.了解新时代劳动者的理想、

本领和担当意识的基本内涵及

其相互关系；

2 树立成长为新时代社会主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和责任

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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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领会如何成长为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劳动者。

专题八

拓展学习

平凡之中见伟大

简单劳动与复杂劳

动的不同价值

奉献精神与劳动维

权

在劳动中德技并修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

动技能的影响

1.了解在劳动中正确利用辩证

思维，平衡好劳动价值与心智

发展的关系，提高驾驭复杂局

面的能力；

2.树立素质结构的成熟与完

善，营造出热爱劳动、劳动崇

高的氛围；

3.理解领会使大学生全面、发

展地看待世界，做一个客观的

人。

2

合计 16

六、教学实施与考核

（一）教学方法

网络教学由老师组织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互动和讨论，采用

讲授法、讨论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结合信息化教学手段，教

师进行指导和总结。

（二）学习方法

学法和教法相对应，学生认真听讲、参与讨论、思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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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式

（1）实行学期考核制，考核形式可分为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过

程考核主要是以考勤、平时作业成绩；结果考核在课程结束时以在线

考试形式进行，作为期末成绩。

（2）成绩评定：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能力，采取多元考核，突出能力素质的考评。将成绩评定分为两个部

分：学生平时成绩为 40%（含出勤、作业、考勤等），期末考核采用

开卷在线考试，成绩为 60%，总分为 100分。

（四）注意事项

课程任课教师要按照课程考核方案标准实施考核，注意做好、到

课情况、平时作业、考核情况的相关记录，作为学生最终评定成绩的

明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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