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劳动教育》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二、

课程教学目标及其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本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劳动相关法规和劳动常识，理解劳动新形态和劳动伦理等，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大学生的劳动能力、

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弘扬劳动精神，树立劳动光荣伟大的理念，倡导诚信劳动、公益劳动、创新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激励大

学生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劳动实践之中，投身于台州“三高三新”的现代化台州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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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本课程有 4 项教学目标，表 1 给出了各项教学目标的描述，以及每项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表 1 本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总目标）：树德、增智、强体、育美，首要目标指向学生的德性养成。

由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共同支撑

目标 2（知识目标）：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内涵，掌握劳动精神的时代价值、知晓

劳动相关法规和劳动常识，理解劳动新形态和劳动伦理等。

由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讲授与研讨、课后总结与练习

等环节共同支撑；依据平时知识小测试、期末理论考

试与练习测验来评价。

目标 3（能力目标）：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劳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由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讨论辩论和课后研讨共同支

撑，主要依据平时课堂表现、期末考核与练习测验来

评价。

目标 4（价值观与素养目标）：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价值观，

强化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精神，倡导诚信劳动、公益劳动、创新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 由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讲授与研讨等环节共同支撑；

依据课堂发言、平时表现、期末理论考试来评价。

2.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2所示。

表 2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对应的本课程教

学目标
贡献度



所

有

专

业

【道德规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规范，知行合一、言行

一致。

1.1 价值认同：准确理解和把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

征，能够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正确分析和评判劳动现

象。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H

【学科素养】具备本科毕业所具备的学科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

3.3 知识运用：了解劳动各学

科与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实践

的联系，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联

系；关注本学科的新动态。

目标 2

目标 3 H

【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意识、能力和规划

7.1 反思理念：具有终身学习

与反思学习的理念，不断完善

劳动学科知识体系和提升独立

思考能力水平。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M

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支撑”，

“L”表示“弱支撑”）表示。

三、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1.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表 3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内涵与意义 2 2 0

第二章 劳动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培育路径 2 2 0

第三章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形式与载体 2 2 0

第四章 劳动保障与劳动伦理 2 2 0



第五章 劳动法规与劳动安全 2 2 0

第六章 技术赋能劳动与创新创业 2 2 0

第七章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演进与弘扬 2 2 0

第八章 躬耕力行做新时代垦荒者 2 2 0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部分 理论教学（16学时）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内涵与意义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内涵，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马克思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掌握劳动观的方法，在实干中践行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

【重点难点】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树立与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的培育

【教学内容】

一﹑马克思劳动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

三﹑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四﹑习近平总书记的劳动观

第二章 劳动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培育路径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深入领会劳动精神的丰富内涵，了解劳动精神的弘扬对大学生养成劳动光荣伟大的重大意义，具体了解实践中大学生劳动精神培育的路径与选择。

【重点难点】

如何将劳动精神与现实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充分理解劳动精神。

【教学内容】

一﹑劳动精神的内涵

二﹑劳动精神的现实价值

三﹑大学生劳动精神的培育路径

第三章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形式与载体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劳动的形式种类和载体，懂得劳动形式与载体的多样性，为大学生领会形式与载体下的正确的劳动内容奠定基础。

【重点难点】

劳动知识与科学的理解与把握

【教学内容】

第四章 劳动保障与劳动伦理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了解劳动保障的基本常识和伦理道德，深入领悟劳动保障法律的重大意义和劳动伦理道德的软性约束。

【重点难点】

劳动保障法律的硬约束与劳动伦理软约束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互动关系。



【教学内容】

第五章 劳动法规与劳动安全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了解相关的劳动法规的种类与相关内容，领会国家对于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安全的充分保障，树立劳动主人翁意识。

【重点难点】

通过劳动法规与劳动安全保障的学习深刻认识我国劳动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人地位。

【教学内容】

第六章 技术赋能劳动与创新创业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了解现代劳动的数字化赋能改造的重大意义，领悟由传统劳动向现代劳动转型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把握现代劳动的数字化趋势和创造性劳动的基本

特点，激发大学生投身新科技革命的创造性劳动洪流之中。

【重点难点】

把握现代劳动的迭代升级的特点，积极投身创造性劳动。

【教学内容】

第七章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演进与弘扬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大陈岛垦荒的历史背景,了解大陈岛垦荒的发起,了解登岛垦荒的五个历史时期。通过学习胡耀邦总书记对大陈岛垦荒的关心,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与大陈岛垦荒的相关故事，领悟台州人民改天换地的昂扬斗志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充分内化为大学生劳动创业的内生动力。

【重点难点】

两任总书记对大陈岛垦荒人及后代的关怀，激发大学生劳动创业的激情。

【教学内容】

一﹑大陈岛垦荒的历史背景

二﹑大陈岛垦荒的发起。

三﹑登岛垦荒的历程

四﹑胡耀邦总书记与大陈岛垦荒。

五﹑习近平总书记与大陈岛垦荒。

第八章 躬耕力行做新时代垦荒者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学习，使学生深刻领会大陈岛垦荒精神对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精神作用,了解垦后代及新时代垦荒人在实践中践行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模范作用,激发大学生的

担当和使命，在奋进“三高三新”，推动台州现代化建设中争做新时代垦荒者。

【重点难点】

激发大学生将台州作为第二故乡的内生情感，在三台大地躬耕力行做新时代垦荒者。

【教学内容】

一﹑充分发挥大陈岛垦荒精神巨大精神作用。

二﹑垦后代及新时代垦荒人。

三，在奋进“三高三新”，推动台州现代化建设中争做新时代垦荒者。



四、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1.采用的教学方法手段

本课程采用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把握劳动的具体涵义和科学体系，重点理解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意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

第一，将教学内容中比较抽象、难于理解的内容，多结合史实、案例、现实社会实践，采取因材施教、互动式与启发式教学方法，具体运用问题讨论法、

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教学法。同时运用多媒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利于把理论转化为图片、视频，教学效果形象、直观、生动，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第二，在实践教学中注重文献阅读、小组辩论、分析社会历史现象、课堂展示、亲身体验等多种实践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和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中学生实践教学展示课，教师简明扼要地点评学生的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提高灵活运用劳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黑体 5号）

表 4 教学环节、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对应表（黑体 5 号）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教学目标

课前 学生观看视频、阅读资料、预习课本

目标 1：掌握劳动理论的相关涵义、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掌握劳动教育的基

本内容，理解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课内
课堂知识和原理的讲授、小组讨论或辩论、课堂展示、热点评析、

师生对话等。

目标 1：掌握劳动理论的相关涵义、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掌握劳动教育的基

本内容，理解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目标 2：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结合劳动教育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劳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

目标 3：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坚信“两个

必然”，树立“四个自信”，立志做时代

新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课后 学生查寻史料、观看视频、参加社会实践、完成测验

目标 1：掌握劳动理论的相关内涵、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掌握劳动教育的基

本内容，理解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目标 2：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结合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劳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

目标 3：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坚信“两个

必然”，树立“四个自信”，立志做时代

新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五、教学资源

表 5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崔凤军、乐传永、李钧敏、金凌虹主编《劳动科学概论》待出版

主要参考书

王琳等，《对话大国工匠致敬劳动模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出版社，2022

刘向兵等，《劳动通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出版社，2022

朱华炳等，《大学生劳动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22



本书编写组，《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教程（本科版）（节选）》

蔡瑞林主编《大学生劳动教育》，高教出版社，2021,2

李国章 高伟 马云龙《大学生劳动教育实用教程》（微课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8

唐伟军 王立群 黄小益《大学生劳动教育实用教程》（微课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8

主要教学网站 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

六、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法

1.课程总体考核

《劳动科学概论》为考试课程，本课程考核以课后感悟形式，重点在理解，难点在于综合运用。学生自选题目提交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小论文，要求有观

点有论据。

2.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重

平时考核 0%

期末考试 小论文（不少于 3000 字） 目标 2，3，4
综合运用劳动理论知识，观点正确，论证充

分
100%

七、达成度评价与教学改进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运用平时听课、学习测验开展课程达成度统计与评价；运用期末小论文测试 供学院与教师从主要教学环节及其产出角度了



进行课程达成度评价；运用访谈法、问卷调查了解和评定学生课程目标的达

成度。

解课程教学成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也供

同行或教学专家审核之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期末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达成度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

教学成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专家(督导)审核
学院指派相关的同行专家或教学专家(督导)，依据任课教师和学生评价，并

结合必要的佐证材料或汇报答辩程序，审核本课程的达成度评价结果。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

的依据。

八、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掌握劳动理论的相关涵义、

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观

点，掌握劳动教育的基本内

容，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重

要意义。

较好掌握劳动理论的相关涵

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观点，较好掌握劳动教育的

基本内容，较全面理解劳动

教育的重要意义。

基本掌握劳动理论的相关

涵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观点，较好掌握劳动教育

的基本内容，较全面理解劳

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掌握一定的劳动理论的

相关涵义、概念、基本原

理和基本观点，掌握一定

的劳动教育的基本内容，

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教

育的重要意义。

欠缺掌握劳动理论的相

关涵义、概念、基本原理

和基本观点，欠缺掌握劳

动教育的基本内容，不能

全面理解劳动教育的重

要意义。

目标 2

熟练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

合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劳动实践中出现

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较好地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

合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劳动实践中出现

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基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

合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劳动实践中出现

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能够运用一定的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结合劳动理论的基本

内容，分析、研判在劳动

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

欠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

劳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劳动实践中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目标 3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较好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能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基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政治认同，坚信“两个必

然”，树立“四个自信”，

立志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的政治认同，较好地坚信“两

个必然”，树立“四个自信”，

立志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论的政治认同，能够坚信

“两个必然”，树立“四个

自信”，能够立志做时代新

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

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基本

坚信“两个必然”，树立

“四个自信”，能够立志

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政治认同，对坚定“两个

必然”，树立“四个自信”

都较欠缺，体现不出立志

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级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