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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2020
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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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普通

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要组织学

生走向社会、以校外劳动锻炼为主”［1］。依据《意见》，

2020年 7月，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是《意见》

的配套文件，为教育系统内部提高劳动教育的质量

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指导。《指导纲要》明确了开展劳

动教育的四条途径，分别是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

课、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在课外校外活

动中安排劳动实践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强化劳动文

化［2］。第二条途径“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劳动教

育”中对于普通高校的基本要求是“专业类课程主要

与服务学习、实习实训、科学实验、社会实践、毕业设

计等相结合开展各类劳动实践”［2］。本研究就高校专

业类课程如何与服务学习相结合实施劳动教育进行

研究，以期为高校加强劳动教育提供借鉴。

一、劳动教育和服务学习的概念辨析

黄济认为，“（劳动教育）从其基本内容来分，可

分为生产技术劳动、社会公益劳动、生活服务劳动

等；从其基本素养来分，可分为劳动观点、劳动态度、

劳动习惯等。但从其基本任务而言，不外两大方面：

一是劳动技能的培养，二是思想品德的教育”［3］。檀

传宝指出，“由于‘劳动价值观’是劳动素养的核心内

涵，‘劳动教育’也可以定义为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

动价值观（即确立正确的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态

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和养成良好劳动素养

（形成劳动习惯、有一定劳动知识与技能、有能力开

展创造性劳动等）为目的的教育活动”［4］。两位学者

对于劳动教育的概念和内涵认识有较多的共性，重

点集中在劳动价值观和劳动素养两方面，这是劳动

教育最本质、最核心的目的。此外，徐海娇认为，“劳

动教育指的是依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以劳动为载体，对学

生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知识、劳动情感、劳动习

惯、劳动技能、劳动体验等施加影响，在认知发展的

同时，更使情感、信念、态度、价值观、素养得到发展

和提升，旨在促进学生终身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一种

教育活动”［5］。赵荣辉指出：“未来的教育对所有已满

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劳动同德育、智育、体育

和美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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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劳动教育的终极目标都指向了人的全面发展。

劳动无疑是劳动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劳动如何

转化为劳动教育？卢晓东教授等认为劳动具有四个

重要要素，分别是手、脑、劳动工具和面对真实现象，

“劳动转化为劳动教育的关键是一个时间因素，就是

劳动之间和之后需要时间间断以促进‘反顾’以形成

海德格尔所称的‘考虑’”“考虑的最佳结果之一就是

产生新理论，还有理论导致的崭新预见”［7］。
借鉴以上学者对劳动教育概念内涵的阐述，笔

者认为劳动教育是以劳动为纽带，让学生通过运用

手、脑、劳动工具与真实世界相连接，并通过反思，达

到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育人成效。除了要达到

上述学者提到的形成劳动价值观、劳动素养等核心

目的外，理想的劳动教育还往往伴随着多感官协调、

合作能力、责任意识、自控力、批判思维、情感等的全

面协调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教育具有以下涵

义：①劳动教育有其核心目的，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包括观点、态度、情感、

精神，二是培养良好的劳动素养，包括习惯、知识、技

能和能力；②尽管一般的劳动、实习实训、志愿服务、

服务学习、社会实践等可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载体，

但不能将他们简单等同于劳动教育，需要对这些活

动进行改造以达到劳动教育的核心目的；③劳动教

育除了可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外，更重要的是促进

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凸显其对个体内在生命力的发

展更有助于发挥其育人价值；④劳动教育需要融合

教与学的理论，开展精心的设计和实践，其中反思是

将劳动转化为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

服务学习的定义很多，但总体来说，各个定义对

服务学习的理论和实践均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如美

国《国家与社区服务信托法案（1993）》（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 of 1993）认为，“服务学习

是一种学习方式，它使学生通过积极参与有组织的

社区服务活动、满足社区需求来学习和发展。它可

以与小学、中学、高等教育机构或社区服务计划、社

区相协调，通常与课程相结合，为学生提供结构化的

时间来反思服务体验”［8］。谷贤林教授认为，服务学

习是美国一种基于公民培养的劳动教育形式［9］。它

已被证明能提高学生的个人效能、道德发展、社会责

任、公民参与、学业学习、知识转化和批判性思维技

能等［10］。以课程形式存在的服务学习，有四个基本

的要素，“服务”“学习”“反思”“互惠”，即除了要开展

服务外，课程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反思环

节，课程追求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双赢互惠。这些

也是服务学习与志愿服务、实习实践的显著区别。

二、服务学习课程与劳动教育的关系辨析

服务学习源于约翰·杜威和大卫·库伯的哲学和

教育理论著作［11］11。杜威的“‘从做中学’的经验主义

教育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教劳结合的一种方

式”［12］。服务学习一般被认为包含课程学习和服务

体验两个方面。劳动教育与服务学习课程有联系也

有区别。首先，从总体目标来看，育人是两者的共同

目的，劳动教育的目标重在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

观，提高劳动素养，服务学习课程的目标包含学生和

社区两方面，即学习目标和服务目标，学习目标侧重

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服务目标侧重为社区赋

权增能；其次，在内容方面，服务学习课程的社区服

务属于服务性劳动的范畴，包含在劳动教育内容中；

第三，在实施途径方面，两者都可以独立设课，也可

以与学科专业课程相结合，融入到课外实践活动中

或通过校园文化加强建设；第四，反思是两者的关键

环节，《指导纲要》将“反思交流”作为关键环节，指出

“围绕劳动价值意义的建构，引导学生总结、交流，促

进学生形成反思交流习惯”［2］；第五，在评价方式上，

两者都以表现性评价和综合评价为主。

综上，服务学习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教学策略或

者教学工具，服务学习课程是运用这种教学策略来

开展学习和服务的课程，劳动教育是一种教育活动，

两者通过劳动、反思和育人导向产生一定的交集。

由于服务学习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广泛的价

值，对学生的内在生命发展来说更具吸引力，可丰富

劳动教育的形式和载体。此外，“真实劳动、探索性/
创造性劳动是大学劳动教育的核心特征”［7］。相对于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来说，服务性劳动更能发挥

高校大学生群体的创造力优势和专业优势，在帮助

大学生了解社会、解决问题、提高社会责任感等方面

也更适合。《意见》指出，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

育主要依托课程［1］。服务学习课程运用“服务学习”

理念，以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将社区服

务与课程学习相结合，满足了劳动的四个核心要素：

手、脑、劳动工具和面对真实现象［7］，加之反思环节，

可作为高校开展服务性劳动、落实劳动教育的载体。

三、在服务学习课程中强化劳动教育的实践

路径

“服务学习可以用来教授任何科目，并满足广泛

的社区需求”［8］，这为其与专业类课程相结合提供了

便利条件。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路径之一，服务学

习课程需要实现劳动教育的核心目的，需要对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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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式的各阶段进行改造，包括明确劳动教育目

标、注重劳动素养培养、建构劳动价值意义、分享劳

动体验和评估劳动教育目标达成度等。

（一）准备阶段

1.服务学习课程常规模式。服务学习课程的准

备阶段一般包含课程设计和服务前的准备两部分。

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课程主题是服务学习课程的设

计重点。佐藤学认为：“课程的内容基于两个原理编

制。一个是以学科为单位编制，另一个是以特定主

题（课题）为中心综合地组织多学科内容来编制”［13］。
服务学习课程的编制较多基于后者，这也决定了其

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对象。杜威指出，“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发生作用，知识和技能得到掌

握”［14］。课程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有价值，能激发

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要从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出

发，避免满足的只是服务者的愿望而非被服务对象

的需要。课程教师需要明确课程内容和服务方向，

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在寻找合适的社区合作伙伴

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明确各自的角

色和职责，明确学习目标和服务目标，设计教学方

案、评估方法等。“在跨学科的‘活动课程’的单元设

计中要有效地求得多样而均衡的实践技能的培育，

就得精心组织‘探究’（Explore）、‘表达’（Express）、

‘交流’（Exchange）的活动”［15］。运用到课程中来，需

要有清晰明确的学习目标，需要以学生为主体探究

服务的需求，开展公益项目设计和服务，需要让学生

发挥领袖作用，并适时交流心得。服务前的准备部

分，一般包含工作坊、实地调研和项目设计等环节。

2. 服务学习作为劳动教育课程需强化的重点。

作为劳动教育课程，教师在课程设计阶段，需要明确

课程在劳动教育方面的教学目标，并基于目标来设

计教学环节、学习要求及评价方式。工作坊阶段，教

师需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重点讲授劳动的

意义和价值，讲授服务性劳动教育的实施理念、模式

和过程，引导学生对劳动形成正确的认识，注重学习

心态的建设，阐明劳动在大学生成才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需要围绕服务主题，加强示范与练习。

（二）实施阶段

1. 服务学习课程常规模式。实施阶段，即社区

服务阶段，师生前往服务地开展服务性劳动，将项目

设计方案付诸于行动。通过服务性劳动，培养学生

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社交能

力、问题解决与探究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等，养成对

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形成正确的、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在服务过程中，需要不

断评估项目方案的可行性，优化改进方案，并注意让

社区伙伴参与到项目方案的改进中。

2. 服务学习作为劳动教育课程需强化的重点。

该阶段需要围绕劳动能力的培养，给学生根据自主

设计的项目方案来实施服务的空间，让学生发挥主

观能动性，运用学科专业知识和技能，创造性地完成

劳动任务，体验完整的劳动过程。在劳动中锤炼意

志品质，提升自信心和效能感，“在培育积极劳动态

度中，要格外强化辛勤劳动的意识与态度”［16］。为达

到劳动教育的目的，服务学习课程的设计和实施环

节应由全体师生共同参与完成，做到手脑并用，发挥

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

（三）反思阶段

1.服务学习课程常规模式。服务学习是一种体

验式学习，运用该类课程实施劳动教育，需要避免以

劳动本身作为目的、把体验绝对化的危险，其原因在

于这样会导致“很难说能获得什么文化价值的知性

经验”［17］，难以达到劳动教育的目的。据此，在课程

开展过程中，需要给学生时间来反思服务并作为课

程的一部分予以特别重视，使学生通过与环境的交

互，运用反思来连接所学知识与真实体验，产生有意

义的学习，通过对自己、对他人、对社区进行反思，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反思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与服务交

替进行，这样可以保证服务实践与学生反思紧密结

合。在服务性劳动过程中，学生是实施主体，教师主

要承担督导、观察的角色。每日的社区服务结束后，

教师组织学生面对面总结服务成效和问题，整合体

验和认知，引导学生对社区服务、自我定位、他人、社

会等进行反思，商讨改进后续的服务方案，也可以让

学生通过撰写服务日志的方式来记录、补充反思内

容。课程在学习、服务、反思的循环中反复推进。

在反思环节，教师对学生反思的回应和引导需

要抓住关键事件。“当理论与实践不同步的时候，将

会产生学习的机会。这样的时刻可以被记录为服务

学习中的关键事件，它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建构意义，

特别是在富有同情心的老师的指导下和在情感安全

的环境下，用批判性的论述与同学们分享的时

候”［11］38。“这是由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预期失败

时发生的”［18］。“将预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并

置，会造成不平衡、不和谐或脱节，从而产生一个刺

激学习的临界点”［11］38。
2. 服务学习作为劳动教育课程需强化的重点。

反思阶段，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分析、联系学习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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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劳动之间的关联，辨别真伪和社会现象，评估

课程的学习和服务环节的分量，对公益劳动产生价

值偏好，并形成反思报告，促进学生建构劳动价值的

意义，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认识到劳动的价值。

“指导学生思考劳动过程和结果与社会进步、个体成

长的关联”［2］。
（四）总结评估阶段

1. 服务学习课程常规模式。总结阶段，教师需

组织课程总结分享环节，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以小组

汇报心得、师生点评的方式对全过程进行回顾、反

思、总结。该阶段还需对课程开展相应的评估，了解

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为后续课程的改进收集证据。

评估的维度可包含教师对学生的评估、学生对教师

的评估、学生的自我评估及服务合作单位的满意度

评估等。在全部服务环节结束后，教师可邀请社区

伙伴或服务合作单位对服务满意度进行评价；总结

分享环节结束后，学生提交课程反思总结报告，教师

对学生在课程全过程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学校层

面，可组织开展学生对教师的评估和学生的自我评

估，运用终结性评价方法全面评估课程的实施效果。

2. 服务学习作为劳动教育课程需强化的重点。

作为劳动教育课程，该阶段的重点是分享劳动体验

和收获，评估劳动教育目标的达成度。施瓦布认为，

“‘实践式样式’的探究目的与其说是形成特定知识，

不如说是解决实践问题的一种意志倾向，其认识内

容不是严密的特定知识，而是综合多种理论所获得

的整体认识，并认为其方法只能是立足于不确定的

前提从事未知问题的解决”［19］。据此，该类课程的设

计以解决真实情景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其对学生的

评价也不同于理论性课程，而应以表现性评价为主。

“广义地说，意味着从教学中的发言与行为、笔记的

记录、学习者的日常学习活动过程等方面，进行不拘

形式的形成性评价。这就是‘基于表现的评价’”［15］。
教师对学生劳动教育的评价以过程性的表现评价为

主，重点有：①对劳动的内涵、本质、价值的理解；②
对自身劳动角色和责任的反思深度；③劳动中的态

度和表现；④劳动中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前两个方面主要围绕学生的反思发言、反

思报告、学生在总结阶段的分享内容来进行评价，后

两个方面侧重对学生的劳动表现、学生互评结果、服

务的满意度等进行评价。在学校组织的终结性评价

指标体系中，也需要融入劳动教育的相关测评指标。

测评结果需要及时反馈给各课程，对课程今后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意见》和《指导纲要》的颁布既为加强劳动教育

指明了方向，也可视其为“教育要回归生活”的一个

契机。以解决真实问题为导向、以培养社会责任感

为重点的服务学习课程经过改造后可作为劳动教育

课程，为学生提供一段真实的经历，促进学生形成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提升劳动素养。除此之外，其对激

发学生内在生命力、让学生在真实的劳动体验中获

得成长、连接学校与社会、促进劳动教育的有效性和

可持续性都有积极作用，且经过国内高校的本土实

践证明，服务学习也可以扎根中国，服务中国。而如

何将“服务学习”引入高校的日常劳动教育、普通课

堂，形成劳动教育的常态，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这

更多依赖教师观念的转变和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刘祥玲，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

生，上海 200062；汕头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广

东汕头 51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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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Implementing Labor Education in the Form of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Xiangling1,2
（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Abstract: With the recent promulgation of a series of national policies, the labo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y universities. The community service of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is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labor education.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have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authenticity, exploration
or creativity of labo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the core purpose of labor education,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need to be reformed in all stages,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goal of labor educ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labor literacy, constructing the meaning of labor value, sharing labor experience and evaluating the
degree of achievement of labor education goals, so that students can grow up in real experience. The courses can
help connect universities with society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ies;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labor educ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Motivation of Domestic Faculties:
Disinterestedness VS. Interestedness

CHENG Jieli1 ZHONG Binglin2
（1.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2.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In this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utilitarianism of domestic scientific community, it is found, in
terms of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norms, that (1) interests-oriented motivation over weights disinterested motivation
when the faculties doing research and peer reviews，(2) the status of being more disinterested or more interested is
influenced more or less by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faculties’identity and (3) the pressures from economic lif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both influence the faculties’scientific motivation.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four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1) greatly improving the faculties’basic salary and welfare, (2)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autonomous exploration projects funded, (3) reforming the quantification evaluation model of research with
minimizing the importance of KPI, (4) stressing disinterestedness motivation of the postgraduate, especially of the
doctoral students.

Key words: faculties; scientific motivation; utilitarianism; norm of disinterestedness;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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