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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轨迹、机制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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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可以分为孕育初塑、探索发展、改革转型、完善确立四个时期，演变过

程显现出如下特征：政策的目标、内容走向分类多元；教育内容及实施途径日趋完善；课程纲要及体系逐渐趋

于规范合理；劳动教育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根据历史制度主义逻辑框架，演化出劳动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

断裂均衡、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四种模式。通过分析政策变迁成效，发现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

从体力劳动到脑体并用转变的教育模式被迭代更新，从单纯劳动技能到劳动价值观塑造的教育内容被重新定

义，从促进工农业生产到助力现代化建设转型的教育功能被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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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policy change 

ZHANG Min 

(Hunan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 Changsha 410005,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polic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of breeding, exploring 

development,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perfecting and establishing four periods, namely, the goal and content of labor 

education towards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th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the curriculum outline and system of labor educa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andardized and 

reasonable, and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the results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change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policy is a hybrid model of the four paradigm characteristics 

of spacing fracture equilibrium, key node, path dependence and gradual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shaped by external 

factors brought about by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brought about by the 

policy chang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hange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policy is iteratively updated from manual labor 

to brain an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model, from simple labor skills to labor values shaping educational 

content is redefined, from promoting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helping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is deepened and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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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在不同时期的重要议

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事业在探索中

不断前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劳动教育政策作为以劳育人实践的依据，对深化劳

动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国家相继颁布

了系列劳动教育相关政策，以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

育人效果，保障劳动教育目标的贯彻落实，使其逐

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现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系

统、完整的劳动教育政策体系。 

尽管如此，目前我国劳动教育政策仍然存在

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知识空间中“有教育无劳

动”、实践空间中“有劳动无教育”等[1]。因此，

梳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演进轨迹,总结劳动教育政

策的发展趋势，分析其中的得失与经验，对提升

新时代劳动教育工作具有现实意义[2]。与此同时，

学界也掀起了有关劳动教育研究的热潮，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王洪晶等[3]探析了劳动教育政策

收稿日期：2022－11－0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

（ND210620）  

作者简介：张敏（1971—），女，湖南益阳人，高级教

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家庭教育。 



   

   

9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3 年 4 月 
 

目标的渐进转型，进一步推动了劳动教育政策目

标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周君佐等 [4]通过梳理大学

生劳动教育现状，为优化高校劳动教育制度提供

了策略。吴嘉佳等人则强调劳动教育政策实施的

效果，提出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制度和评价体系[5]。

徐雪平等已经关注到劳动教育政策执行偏差和实

施困境，认为确立学生主体地位[6]、全方位渗透劳

动价值观[7]、建立专门教师队伍[8]、建立多元主体

评价共同体[9]等一系列应对策略可以有效缓解现存

问题。虽然上述观点为本研究提供了颇具价值的

经验基础和理论线索，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是

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分析单一劳动教育政策文本，

多采用静态描述，而对于政策演进脉络的历史维

度动态图景以及理论解释则鲜有探讨；二是研究

内容多为针对劳动教育的具体某方面提出政策建

议的范式，少有研究能够综合考察政策变迁形成

的内在因素及作用机制；三是关于将劳动教育置

于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的研究仍付诸阙如。 

因此，制度作为推进劳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内

生资源之一，有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脉络。

历史制度主义恰好从历史维度提供了动态变迁视

角和内在逻辑机理分析。据此，基于优化劳动教

育政策的现实需要和既有研究不足的张力，本研

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综合运用社会网

络方法，分析劳动教育政策变迁轨迹、机制和成

效，以期为劳动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一、理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国家层面颁

布基础性的政策以供各地参考和研发更为具体的

实施方案。各地区、学校的劳动教育政策通常遵

循国家政策的制定。本研究通过追踪国家政策文

件，了解劳动教育的历史变迁轨迹。具体而言，

我们通过检索教育部网站“文献”一栏中历年发

布的《教育部公报》、教育部令、政策法规等文件

逐一排查，筛选出 1949 年以来与劳动教育相关的

政策文本。此外，本研究还查找了与主题相关的

研究文献，对劳动教育有关的政策进行核查与补

充，共得到 28 份文件，建立了含有 149545 个汉

字的语料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四个阶段

劳动教育政策热点进行量化分析，并绘制劳动教

育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在此基础上探究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轨迹、机制和成效。 

历史制度主义是教育政策研究的新理论基础

之一[10]。瑟伦（Thelen,K.）等人于 1992 年首次提

出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11]。这一概念提出

后迅速得到广泛运用，理论也逐渐完善。历史制

度主义强调以时间序列为基础来剖析制度演变的

逻辑，通过详细阐释关键事件来分析制度政策变

迁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该理论最早建构了自身的

方法论基础，并在新制度主义的三种流派中占据特

别关键的位置，成为有效的制度变迁分析工具[12]。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历史阶段的关联序列性和关键

节点的时间重要性[13]，展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多

重变量的关系与作用[14]，重点关注中观层面的制

度分析。其主旨在于注重梳理特定时间点和时间

序列（即关键节点），展现政策变迁的具体演进脉

络和内在逻辑规律（即路径依赖）。基于此，本研

究对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理路

和特征，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分析框架（图 1）。 

 

图 1 劳动教育政策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二、政策勾画：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轨

迹与主题特征 

（一）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轨迹 

劳动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既具有阶段性，又

具有连续性；其政策内容既呈现继承性，也呈现

发展性。本研究结合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下颁布的劳动教育的政策内容、价值取向以及政

策工具的变化，主要依据政策内容、价值取向与

政策工具三个方面的变化，绘制劳动教育总体政

策的演变轨迹。在变迁历程中，不同时期的劳动

教育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外

部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形式会呈现

出不同的政策发展态势。“关键节点”指历史变迁

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或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

抑或重大决策的关键时期，在政策变迁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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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根据关键

事件要点，以 1954 年《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

的指示》、1959 年《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

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1995 年《关于正式颁布

中学德育大纲的通知》、2020 年《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颁布为关键节点，将新

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以

下四个阶段。 

1．孕育初塑期（1949—1956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

展的需要，劳动教育开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

的教育新形式，为该时期劳动教育发展奠定了基

础。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开始得以孕育初塑。 

从劳动教育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图

2）来看，劳动教育政策对参加劳动、劳动生产、

技术等涉及程度高。政策内容上，国家层面坚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始关注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教育发展新形式，逐渐重视劳动教育在基

础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政策目标上，确立了劳动

教育成为解决初中、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重要

手段的主要目标。价值取向上，这一阶段的劳动

教育政策注重生产技能、劳动技能的培养，鼓励

中小学毕业生毕业后从事生产劳动，既是解决教

育资源短缺、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恢复的发展

理念，也初步体现了“劳动创造一切”的价值

观。政策工具上，“劳动生产”是契合该时期社会

主义的发展目标，是该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

途径，“参加劳动”是对该阶段发展目标的重要保

障，开设“手工劳动”是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也

是教劳结合的重要体现。从“劳动生产”“参加劳

动”“技术”等关键词可以看出政府主导是这一阶

段主要的劳动教育政策工具。 

 

图 2 1949—1956 年劳动教育政策分析网络拓扑图 

 

2．探索发展期（1957—1977 年） 

1957 年后，我国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以 1958 年《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

定》与《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颁布为起点，

我国开始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政治意义。这一时

期，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劳动教育的实施提出了

一系列要求和规定。 

图 3 展现了 1957—1977 年我国劳动教育政策

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中，“体力劳动”“生产

劳动”“劳动课”等在该网络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

置，它们与其他词语共同出现在同一政策文本的

次数较多，是该阶段政策主题中的热点。政策内

容上，生产劳动成为该阶段劳动教育的主要内

容，如何使劳动更好服务工农业经济生产成为劳

动教育政策的热点。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大

力动员学生参加劳动，尤其是参加生产劳动。政

策目标上，从“教学质量”一词多次被提及可以

看出，这一阶段劳动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使受

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15]，严抓质量，确保政策目标贯彻落实。价

值取向上，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明显变

化，出现了“以参加劳动代替教育教学”的现

象，甚至逐渐将劳动作为惩罚师生的措施之一。

该阶段我国劳动的教育意义开始逐步被淡化，呈

异化发展态势。政策工具上，前期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规定要求措施以推进劳动教育的规范性，一

是颁布相关文件规定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二

是严格规定了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长和类型；三是

对劳动目的及实施形式等方面做了具体要求。 

 

图 3 1957—1977 年劳动教育政策分析网络拓扑图 
 

3．改革转型期（1978—1999 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教育进入改革转型的

重要阶段。 

从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图 4）和表 1 中

12 个关键词来看，“生产劳动”“劳动态度”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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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心位置，“劳动技术教育”“劳动习惯”“劳

动技术课”也处在网络中重要位置，表明“生产

劳动”“劳动态度”“劳动技术教育”成为该阶段

的政策热点。政策内容上表现为国家层面着眼于

劳动教育的目的。一是开始注重学生劳动习惯的

养成；二是逐渐重视学生劳动技术、劳动技能的

培养；三是开设劳动课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

观。这进一步促使学生逐渐从思想上的劳动观念

转变到行动上的劳动教育实践，在劳动教育实践

中学会运用基本的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政策目

标上表现为明晰中学阶段劳动教育的目标。该时

期初高中阶段劳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正确的“劳

动习惯”“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6]。价值取向上表

现为国家逐渐重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和价

值观。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中“爱劳动”一词

被提及的次数较多，表明这一阶段政府开始着眼

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情感，培育

技能型人才以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政策工具 

 

图 4 1978—1999 年劳动教育政策分析网络拓扑图 
 

表 1 1978—1999 年劳动教育政策分析中心度 

关键词 绝对度数中心度 相对度数中心度 贡献程度 

生产劳动 177.000 27.273 0.131 

劳动技术教育 177.000 27.273 0.131 

劳动技术课 141.000 21.726 0.104 

参加劳动 131.000 20.185 0.097 

教师队伍 122.000 18.798 0.090 

公益劳动 110.000 16.949 0.081 

爱劳动 110.000 16.949 0.081 

劳动习惯 104.000 16.025 0.077 

体力劳动  97.000 14.946 0.072 

教学质量  65.000 10.015 0.048 

劳动观点  65.000 10.015 0.048 

劳动态度  55.000  8.475 0.041 
 

上表现为劳动教育仍旧是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参

与的形式存在。从“劳动技术教育”“劳动技术

课”可以充分看出政府着手培养学生的劳动技

术、劳动技能，规范课程内容、形式等，在学中

做、在做中学，稳步推进劳动教育改革与转型。 

4．完善确立期（2000—2021 年） 

中国的劳动教育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从体力

到脑力的转变[17]，进入了一个系统、内涵丰富的新

发展阶段。劳动教育的发展进入完善确立期。 

图 5 展现了 2000—2021 年我国劳动教育政策

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从图 5 和表 2 中最重要的

16 个关键词来看，处于该网络中心位置的关键词

是“劳动教育实践”“劳动能力”“加强劳动教育”

“劳动观”“劳动成果”“服务性劳动”，表明该阶

段的政策热点已由“生产劳动”“劳动态度”转为

加强劳动教育实践、培养劳动观。政策内容上，

一方面逐步完善我国劳动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提

出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加强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并明确指导纲要，对劳动教育提

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和具体落实方案。政策目标

上，该阶段的劳动教育更加趋向于对学生价值观

的引领，强调多学科的融合发展，并从制度化角

度进行了进一步说明[18]。价值取向上，该阶段注

重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从“劳动精神”“劳动

观”“劳动成果”可以看出该阶段的劳动教育政策

着眼于从精神层面上引导学生热爱劳动、珍惜劳

动成果、感悟劳动精神。政策工具上，以政府和

学校为主体，提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具体实施方

案，强化劳动教育落实力度；构建劳动教育大

纲，建立劳动教育考核评价体系。这一时期的劳

动教育进入完善确立时期。 

 

图 5 2000—2021 劳动教育政策分析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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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21 年劳动教育政策分析中心度 

关键词 绝对度数中心度 相对度数中心度 贡献程度 

生产劳动 222.000 50.455 0.058 

综合实践活动 222.000 50.455 0.058 

服务性劳动 220.000 50.000 0.058 

劳动精神 210.000 47.727 0.055 

加强劳动教育 207.000 47.045 0.054 

社会实践 203.000 46.136 0.053 

劳动观 193.000 43.864 0.051 

教师队伍 193.000 43.864 0.051 

劳动习惯 193.000 43.864 0.051 

劳动教育实践 193.000 43.864 0.051 

劳动素养 193.000 43.864 0.051 

劳动观念 193.000 43.864 0.051 

劳动成果 182.000 41.364 0.048 

日常生活劳动 182.000 41.364 0.048 

劳动能力 169.000 38.409 0.044 

劳动意识 169.000 38.409 0.044 

劳动教育课程 154.000 35.000 0.040 

爱劳动 154.000 35.000 0.040 

技术教育 137.000 31.136 0.036 

公益劳动 119.000 27.045 0.031 

劳动态度 100.000 22.727 0.026 
 

（二）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题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题特征

可以归纳为：一是劳动教育的目标、内容走向多元

分类；二是劳动教育的实施途径日益完善、课程纲

要及体系逐渐趋于规范合理、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

显；三是劳动教育逐渐走向制度性规范性，从草案

逐渐发展为教育立法的形式，体现了劳动教育的突

出地位[19]。结合表 3，发现国家层面要求严格规范

劳动教育课程纲要及体系，加强对劳动教育实施过

程的监督、考核以及评价，强调劳动教育素养考核

评价制度，整个劳动教育课程纲要及体系逐渐趋于

规范合理。至此，劳动教育政策体系正式确立。表

现为：一是不断提升劳动教育的战略地位，如密集

发布相关政策文本，促使劳动教育内容更加完善；

二是完善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构建  “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育人体系，并层层推进，率先实现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贯彻落实。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全

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稳步发展。三是构建

劳动教育的协同机制，由单一部门政策发布主体逐

渐转变为多部门协同，共同发力推进劳动教育稳步

快速发展，全面保障我国劳动教育的贯彻落实和高

质量发展。 

表 3 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变迁主题特征 

 劳动教育目标 劳动教育内容及体现形式 劳动教育实施途径 劳动教育纲要 劳动教育地位 

1949—1956 年 以就业为导向的劳

动教育观，使学生

懂得“劳动创造一

切”的根本道理 

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

手工劳动课 

参加体力劳动、参观农庄和

工厂、请劳动模范和参加劳

动有成绩的毕业同学作报

告、组织讲演、座谈等 

 《小学教学计划》中将

手工劳动纳入教学大纲 

1957—1977 年 养成劳动习惯 ,培养

劳动观点 

生产劳动课 

“以劳代学” 

勤工俭学 《关于全日制学校的

教学、劳动和生活安

排的规定》 

开设生产劳动课，规定

了大、中、小学和中等

专业学校的劳动时间 

1978—1999 年 从 小 养成 劳动 习

惯，培养劳动感情 

劳动技术教育课 农业生产劳动、公益劳动 《关于高等学校学生

参加生产劳动的若干

规定》、国家教委

《关于正式颁布中学

德育大纲的通知》 

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

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学德

育大纲 

2000—2021 年 培养正确的劳动价

值观 

社会实践、素质教育、

德育内容 

社会实践、生产实习、志

愿服务等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 

提出“五育”并举,将劳

动教育纳入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 
 

三、政策阐释：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机制 

（一）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模式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逻辑框架，出现了四种

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模式，包括断裂均衡、关键节

点、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20]。这四种模式并不是

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且存在交集。它们能

很好地解释劳动教育政策在生成、变迁和持续稳

定等核心问题方面的表现。四种变迁模式的特征

都在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得到了体

现。质言之，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是一种混

合模式。 

1．断裂均衡和关键节点 

政策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惰性特征，只有在

重大突发事件或关键节点等外部冲击下才可能发

生变化。然而，一旦外部冲击过后，政策又会恢

复稳定。这种周期性的间歇性演变交替进行，既

有政策的稳定又有政策的突变[21]。断裂均衡模式

由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构成。关键节点强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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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不连续性，而路径依赖则强调政策实施内

在机制的稳定性。政策变迁的断裂均衡模式需要

历经较长时间才能呈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七十多

年的历程并不算很长，劳动教育政策呈现较为稳

定的特征，其政策演变更多的是在不断渐进转型

与完善。1954 年《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

示》、1959 年《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

生活安排的规定》、1995 年《关于正式颁布中学

德育大纲的通知》和 2020 年《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以上四者都是劳动教育政策

变迁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不

同时期劳动教育政策的波动，是划分历史时期的

重要依据。第一个关键节点体现了教育逐渐赋能

体力劳动，着眼培养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第二

个关键节点拉开了劳动教育的稳步发展的序幕，

具体规定了中小学劳动的目的、原则、课时、实

施形式等方面，是劳动教育进入公共政策视野的

关键节点。第三个关键节点确立了劳动教育与德

育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第四个关键

节点标志着劳动教育已进入完善确立阶段。该阶

段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规定小学一至二年级的劳动教育时长

不少于 2 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 3 小时。该政策

发挥着纲领性作用，为劳动教育的稳步发展指明

了道路。 

2．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 

路径依赖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中用来解释政

策持续和稳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旦形

成路径依赖，政策的改变就越来越难以实现。早期

的微小变化或选择可能会对长期产生重大影响[22]。

政策结构的建立通常会具有惯性，因而新政策的

制定通常需要高成本。即使存在更有效的政策安

排，原始路径仍然会被“锁定”，并不断强化正反

馈效应。因此，路径依赖理论可以应用于公共政

策中的“报酬递增理论”[14]。在劳动教育概念未

提出之前，我国长期坚持以科考为主、以分数论

成败，这种现象渗透在各个方面。劳动教育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也存在“轻视劳动”的情况，如劳

动教育缺乏指导性纲要，呈现“底部沉重”式结

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稳步发展，劳动教

育逐渐得到重视，“劳动被忽视、被轻视、被弱

化”的现象逐渐减少，但应试教育仍然在教育体

系中发挥着较大的隐性作用。传统应试教育模式

培养的是“理论强、学术能力强、专业知识丰

富”的学术型人才，而劳动教育下培养的是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三大改

造后的劳动教育逐渐改革与转型，着眼于劳动

观、劳动技能、劳动精神的培养与塑造，形成了

较为规范的劳动教育体系。即使是在劳动教育育

人成效有所彰显的今天，也难免存在贯彻落实不

到位的问题，这体现了劳动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存

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劳动教育政策演

变也呈现出显著的渐进转型的这一特征。新中国

成立七十多年来，劳动教育的内容由单一走向分

类多元，其主体由中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到大

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和考核评价

机制也逐渐从重量轻质转变为提质增量，并不断

完善其科学性、规范性、合理性。我国劳动教育政

策渐进转型这一特征在这些方面均有所体现。 

（二）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 

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认为，以简单的机械静态

方法来解释政策变迁的问题，会产生政策决定论

的误解。深入了解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有助于理

解政策的连续性和现实性[23]，特别是在考察劳动

教育政策变迁时如此。政策变迁的动力来源通常

有两种：一是宏观背景的变化，如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二是与劳动教育目标和实现

途径相关的因素。研究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

脉络可以发现，内生因素，即劳动教育目标与实

施途径的作用不明显，外源性因素即宏观背景的

因素及其所带来的促进工农业生产、助力现代化

建设是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另外，劳

动教育作为一种起指导性、决定性的教育方针被

提出、落实，受到了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影响，进而成为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动

力。因此，本研究构建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

的动力体系（图 6），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既可以

直接影响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也可以通过

劳动教育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助力现代化建设两个

中介变量影响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 

 

图 6 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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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历史制度主义变迁模型分析，综合性的政

策变迁模式特别是“政策复合体”的整体作用受到

了广泛的关注。该模式强调了对政策、内涵和价值

机制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动力体系进行分析的重

要性。如图 6 所示，促进工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一种

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

中关键性宏观政策，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重心都由

政治背景所主导，即一种受到政治所确认，在经济

领域中广泛适用，进而运用于劳动教育中的文化内

涵和教育理念。图 6 所蕴含的价值机制，政府所追

求的是基于政治认同所产生的劳动教育成效以及劳

动教育下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服务成效。教育者作

为内部行动者，在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需要积极响

应，同时也需要从个体价值出发，追求教育成效。

因此，教育者与政策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的稳定的

价值机制。作为实施途径的劳动教育促进工农业生

产和作为理念的劳动教育助力现代化建设共同作用

于劳动教育政策，导致其发生变迁。 

第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促进工农业发

展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

迁。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环境中，

教育方针的确立为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提供了动力

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提出“实行教育与生

产结合”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适当开展有教

育意义的劳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等。劳动教育逐渐得到重

视，以参加生产劳动为主渠道并多途径得以实

施，也进一步促进了工农业发展，这一动力有助

于劳动教育体系的完善、优化，进一步提升劳动

教育的育人价值。然而，促进工农业发展这一动

力对劳动教育成效呈现存在适切性有限的问题。

劳动是培养人、塑造人的关键途径。劳动与教育

相互交织，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互融互通，是贯

穿于一切教育形式的独特内容[24]。促进工农业发展

侧重劳动技能、劳动情感的培养，政府相继出台培

养劳动教育技术等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了劳动教

育的内容、实施途径。 

第二，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助力现代

化建设形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

的变迁。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助力现代化

建设是政治背景下劳动教育的主要目标，必然会

受到来自政治方面所产生的政策惯性作用所影

响，并被更为宏观的政治政策所制约。在经济方

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财政、师资和教育

设施等都相对落后，因此，该时期我国出现了学

生无学可上、生产领域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初中毕业生

参加生产劳动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缓

慢、教育师资不足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劳动

教育不仅对不同时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有较为明

显的推动作用，也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发挥着重要的助力作用。在文化层面，新中国

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其实用主义也逐

渐向各个领域全面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也逐渐渗

透到劳动教育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推动了劳动教

育助力现代化建设。 

四、政策效果：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的成效 

（一）从体力劳动到脑体并用转变的教育模

式被迭代更新 

劳动教育是引导青少年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25]。

从学理上分析，劳动教育应立足于通识教育，立

足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更应立足于课本

知识的理论基础上。劳动教育不应被简化为单一

的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而应是在科学研究的基

础上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历

经一系列变迁，劳动教育的形式也逐渐丰富。

1958 年推行勤工俭学；1982 年开设劳动技术教育

课；1995 年提出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学德育内容，

要求劳动教育与德育结合；2017 年我国劳动教育

成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实施途径

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的形式已发

生明显改变，由以前单一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转

变为脑体并用、知行合一的新形式。 

（二）从单纯劳动技能到劳动价值观塑造的

教育内容被重新定义 

劳动教育政策变迁推动了劳动教育事业的蓬

勃发展，不断完善的劳动教育政策促使劳动教育

更快更好实施并贯彻到位，极大地有助于学生形

成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的目标、原则、内容、

价值等逐渐趋于完善。1955 年开设手工劳动课，

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1958 年劳动教育内容以勤

工俭学为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

于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1982 年

着重于劳动情感和劳动技能的培养；21 世纪以来

将劳动教育的重心逐渐转为重视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的品质和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新中国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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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为各级各类学校实

施劳动教育提供了指引，很大程度地帮助学生形

成正确的劳动观，进而推动了劳动教育的稳步蓬

勃发展。 

（三）从促进工农业生产到助力现代化建设

转型的教育功能被深化拓展 

劳动教育的功能从缓解劳动力短缺、经济发

展缓慢、教育师资不足等困境发展为实现知识分

子和工农相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再转变为社会

实践、德育的重要内容。与其他“四育”共同构

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体系，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3]。我国劳动

教育的政策历经反复变革和不断完善，其功能随

之不断发生改变。目前已实现从劳动教育为无产

阶级服务、促进工农业生产到劳动教育为社会主

义服务、助力现代化建设的功能转型。 

结语 

审思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发展

历程中的逻辑与脉络，以为完善新时代劳动教育

的政策研究提供经验基础，对推动新时代劳动教

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首先，高度重视劳动教

育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充分认识劳动教育对

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个人成长的重大意义，

明确劳动教育是为国家发展和党的事业培养合格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劳动教育人与国家发展

并举。其次，高度重视劳动教育的学科体系建

设。充分认识注重劳动教育师资培养是从源头上

解决劳动教育师资短缺、专业不强等问题的关键

措施，是推动劳动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最

后，高度重视完善劳动教育的落实机制。充分认

识健全劳动教育的评价机制是推进劳动教育规范

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评估劳动教育育人效果的

重要标尺，对提升劳动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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