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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融合建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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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耕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其精神内核中蕴含的内容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高度契合。农耕文化与学校劳动

教育有效融合，既能赓续传统文化，又能为劳动教育育人构建新的载体，但农耕文化与学校劳动教育融合也面临诸多挑战。以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研究对象，通过完善农耕文化进课程体系、农耕文化进社团、农耕文化渗透到社会实践等途径，推动

农耕文化融入学校劳动教育，促进学校劳动教育育人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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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Labor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u Liqun

(Minjiang Teachers College, Fujian 350000, Fuzhou, China)

AbstractAbstract：：As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gricultural culture embodies a spiritual core that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labor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school labor education can not only

continu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create new carriers for labor education.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school labor education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is paper took Minjiang Teachers Colle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into school labor education through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tegrating agricultural culture into clubs, and integrating agricultural culture into social practice, thereby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school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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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高职院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中，对劳动教育的总目标与内容进行了明确，
对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提出如下要求：一是要持续开展
日常生活劳动；二是要定期开展校内校外的公益性服
务劳动；三是职业院校要以实习、实训为抓手，开展真
实性的生产与服务性劳动。目前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在
推进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学生的劳动意识不
强、劳动教育在专业学科教学中的渗透不足等，探究农
耕文化如何有效融入学校劳动教育，既能有效培育学
生的劳动素养，又能提升学生的文化涵养，凸显劳动育
人的价值，让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说服力更强。

1 农耕文化的思想内涵

长期农业生产形成了农耕文化，其作为我国的母
文化，是农业生产的宝贵财富。农耕文化蕴含着勤劳

的思想与奉献精神，作为古人劳动智慧的浓缩，深入挖
掘农耕文化的思想内涵，将其渗透到高职院校大学生
的精神生活中，不仅是对农耕文化的创新性继承与发
展，而且为农耕文化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融合指明了
方向[1]。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既有理论知识的传授，还
需要社会实践的升华。将农耕文化蕴含的价值观融入
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能凸显劳动教育的实践性与体验
性，促进劳动意识在大学生精神生活中的渗透，能端正
大学生的劳动观念。

2 农耕文化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融合面临的

挑战

随着新时代社会进程的加快，受各种现代文化冲
击的影响，农耕文化存续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
耕文化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有效融合。闽江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虽开设有劳动教育课程，也有将农耕文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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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中的环节，但劳动教学活动较为单一，以校内组织
学生劳动为主，校外的农耕劳动较少，教学并不能达到
理想的效果[2]。同时，存在劳动教育教学评价狭窄化，
过于注重学生劳动课程的成绩，以及劳动的最终结果，
导致教学评价焦点以结果为导向，却忽略了学生劳动
实践方面的能力培养。再者，因不同学生个体观念认
知存在偏差，部分学生劳动意识淡漠等，对于劳动教育
与自我成长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无法厘清，导致农耕
文化与劳动教育融合性不强，劳动教育效果弱化。

3 农耕文化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融合的价值

旨归

3.1 有利于高职院校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形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高职院校的学生无
论是来之都市还是乡村，能够参加劳动的机会逐渐减
少，特别是参与农耕劳动的机会更少。闽江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定期组织班级学生，认领学校公共区域，进行
卫生大扫除。但多以校内劳动为主，校外农耕劳动教
育实践较为缺乏，导致学生对农耕文化的认知不足，对
劳动的艰辛感受不深，在生活上对劳动成果不懂得珍
惜，不知如何感恩，这不利于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形成。
农耕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将其中蕴含的“天
道酬勤”与“劳动光荣”等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劳动教
育，便于高职院校大学生对劳动教育意义的理解，有利
于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形成。
3.2 有利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
骄傲。《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古籍都对农耕文化进
行记载。将农耕文化的优质资源融入闽江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的劳动教育，以鲜活的农耕文化题材对学生进
行教育，能够让学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加
深学生对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理解，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信。
3.3 有利于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

工匠精神作为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
内涵在于：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爱岗敬业。我国传统
农业上的精耕细作精神，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诠释，高
职院校劳动教育中，将农耕文化有效融入劳动实践操
作中，能够培养学生的专注性、创新性，凸显人本性的
工匠精神[3]。农耕文化内容植入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提
升劳动教育育人效果，有效增强大学生对自己专业的
热爱之情，有助于师范类学生加深对教书育人的时代
价值的理解，促进大学生职业道德的提升，有利于高职
院校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
3.4 实现了学生、教师、学校的相辅相成

农耕文化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有效融合，学生自
身参与到农耕劳作中，收获自己种的果实，真正感受到

劳动创造之美，不仅对学生来说是新鲜事物，对于高职
院校教师教学改革来说也具有挑战。不仅能够让教师
的教学载体拓宽，创新劳动教育的模式，也更加拉进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教学效果增强，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也得到增强。农耕文化与劳动教育有效融合，教师
对于新教学方式的接纳，实现了高职院校农耕文化教
育从无到有的过程，再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促进高职
院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农耕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现路

径

4.1 农耕文化进课程，增强劳动育人效果

课程作为传授劳动教育知识的载体，课堂教学是
劳动教育开展的形式之一，高职院校应在劳动课程教
材建设上发力，有效发挥课程育人载体的鲜明作用，需
做好课程设计，发挥课堂教学效果，增强劳动育人效
果。需根据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专业特点及学校劳
动教育目前开展的现状，深入挖掘劳动教育中的耕读
元素，将相关的农耕谚语、农耕相关的成语典故等融入
劳动教育课程，打造多样化的耕读教育系列课程。使
得劳动教育课程中嵌入农耕文化，构建独特的农耕文
化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系统地汲取耕读文化，提
升自我劳动品质。学校的教师在立足于劳动教育教材
的基础上，需把握好农耕文化与劳动教育二者有效契
合点，多收集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的教育资源，在劳动
教育中将农耕文化渗透进去，以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方
式，凸显劳动教育课堂教学的极致效果[4]。在课程外时
间，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职教周为契机，开展“匠
心筑梦”劳动系列活动，让学生以亲身的考察与实践体
验，去感知农耕文化背后的故事。教师再对农耕文化
所蕴含的劳动精神进行阐述，让学生更加体会到劳动
教育的重要性，升华劳动教育课堂教学，增强劳动育人
效果。
4.2 以劳动教育为抓手，将农耕文化渗透在社会实践

中

劳动教育的教学离不开实践教学环节，闽江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需多渠道、多角度去拓宽劳动教育的实
践教学场所，以第二课堂劳动教育为抓手，促进劳动教
育走出书本、走出课堂，打造劳动教育学习的好去处。
学校积极探索适合闽江师专学生的劳动教育模式，将

“小家+大家+国家”的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理念融入高
职院校的劳动教育，设计“三结合”课程体系，即劳动教
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外与校内相结合，室内与
室外相结合。劳动课程涉及校内校园环境公共区域、
教室公共社区、宿舍公共区域，校外居民社区公共区
域，养老院社区，手工设计（每个学生设计一件作品）
等，让学生成为了“扫地书生”，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

科研与教学傅丽群：农耕文化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融合建设探究 89



2024年04月农业技术与装备

逸恶劳为耻。同时，学校通过发挥社会实践第二课堂
抓手的作用，让大学生们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中，
到农村调研，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去了解农耕的文
化，从而能够加深对劳动教育的认知，促进劳动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升。
4.3 农耕劳动融入校园社团建设，凸显劳动教育育人

价值

高职院校的学生有大半的时间是在学生社团度
过，发挥好社团抓手作用，能够增强劳动教育育人效
果。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探索创新社团建设模式，
尝试创设诸如劳动耕读公社社团，将农耕劳动、农耕文
化作为社团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农耕文化与劳动教
育融合、传承与发展途径。在校园内建设农耕文化的
相关体验馆，体验馆由劳动耕读公社社团负责管理，在
体验馆内摆放农耕用具（耕犁、锄头、镰刀等），让高职
院校的学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去感受农耕文化，让农耕
文化以物化形去融入劳动教育，由社团的成员负责讲
解农耕文化的知识，既能够认识耕犁等农具,又能够让
学生切身去感受农耕文化的源起，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5]。同时，劳动耕读公社社团定期举办相关的农耕文
化知识比赛，通过比赛让学生加深对农耕传统文化的
理解，实现“以农耕文化育人”的功能。再者，劳动耕读
公社社团利用学生的假期时间，学生通过劳动教育实
践加深对农耕文化认识，去感受农耕文化之美。通过
农耕文化融入社团建设，凸显劳动耕读公社社团在学
校、教师、学生之间搭建的纽带桥梁作用，提升劳动教
育育人价值。
4.4 开展劳动美校园农耕文化节活动，促进劳动育人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劳动教育主题活动启动
仪式为契机，开展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学生劳动者在
行动等系列劳动教育活动，以及以劳动美校园农耕文
化节系列活动，探索、创新以农耕文化为载体，打造特
色的劳动教育新模式。学生通过参加“农耕之美食我
分享”“农耕纪实掠影大赛”“农耕之美创意农具设计比
赛”等一系列主题鲜明活动，加深对农耕文化的理解[6]。
高职院校师生共同参与劳动美校园农耕文化节活动，
达到师生同频共振，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农耕文化的魅
力，实现农耕文化与劳动教育双重育人的目的。

4.5 在高水平劳动教育师资培育上下功夫

农耕文化与劳动教育融合建设离不开高水平的师
资队伍。高职院校需要在高水平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培育上下功夫，构建专职与兼职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
的高水平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发挥高职院校劳动教育
教师在推动农耕文化融入劳动教育建设的主导作用[7]。
学校要用好企业合作的各类资源优势，将乡村工匠、家
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吸纳进来，聘任一线的
农业工作人员、应用化工技术人员、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人员等担任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兼职教师。校内教师通
过参与耕读教育实践培训，走进农村，服务农业生产一
线，提升教师自身的专业实践技能，促进高职院校“双
师型”师资队伍的培养。

5 结语

劳动教育既能养德，还能促智，更能强体。农耕文
化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财富。新时代，高职院校应根据
学校自身的专业特色，将农耕文化融入劳动教育，助力
增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劳动意识，帮助学生端正劳动
价值观，劳动育人目标的实现，促进综合育人价值的提
高。高职院校教师应积极探索农耕文化有效融入劳动
教育的路径，让农耕文化蕴含的精神品质启迪学生，培
育大学生的农耕情怀，助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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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中等职业学校机械制图课程教学中，应充分利

用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努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要作用，进一步探索

具体的实践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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