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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科大校发〔2021〕23 号附件 2

辽宁科技大学本科劳动教育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文件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以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为目标，引导学生认识劳动、尊重

劳动、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劳动价值观，矫正劳动态度，加强学生对劳动的认同感和

接受度，实现知行合一，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原则

以“立工匠魂，逐中国梦”为教育目标，以“工匠精神打造”

为抓手，以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遵循。丰富劳动教育内涵，

创新劳动教育外延，强化劳动实践体验，完善劳动素质考核，改

革劳动教育方法，打造鲜活的劳动教育课堂，促进劳动教育活动

的落实。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劳动教育体系，切实推进

新时代劳动教育。

二、教学实施对象

学校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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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体系设置

（一）教学定位

劳动教育是以学生行政班级为基本单位组织开展的集体性

劳动教育活动，教学内容覆盖日常生活劳动教育、生产劳动教育

和服务性劳动教育，教学形式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劳动教

育体系作为正式教学环节纳入现行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

纲，体系结构如下表所示：

劳动教育体系 教学内容 责任单位 考核方式

劳动教育课程

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普及学

生未来职业发展必备的通用劳动科学知

识；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

以传递“专业领域劳模工匠精神”为主轴，

着力提升专业劳动精神和劳动技能。

劳动教育

教研室
16 学时，1学分

劳

动

教

育

实

践

公益劳动
体验不同职业劳动过程，树立“劳动光荣、

勤俭奉献”的价值观

劳动教育

教研室
1周，1学分

工匠精神

打造

结合各专业实习实训教学活动，让学生体

验工匠精神，提升专业劳动技能，传播“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各学院

并入实习实训考核

指标体系，不单独计

学分

第二课堂 学生自主选择参加个性化劳动实践活动 团委
并入“第二课堂成绩

单”，不单独计学分

生活劳动

教育
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和自立自强的成长能力

学生

工作处

并入“本科生素质拓

展考评”，不单独计

学分

（二）教学内容

1.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在各专业第二学期，16 学时，1 学分，

必修。

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普及劳动安全、劳动关系、

劳动伦理、劳动文化、劳动心理学、劳动法等大学生未来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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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备的通用劳动科学知识；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

标，以传递“专业领域劳模工匠精神”为主轴，着力提升专业劳

动精神和劳动技能，让学生在提高专业认识的同时积极投身专业

劳动，激发专业学习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2.劳动教育实践：1 学分，必修。

（1）公益劳动：与劳动教育课程同期运行，1 周，1 学分

在保证劳动安全和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从本校和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出发，安排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引导学生自觉自

愿参加为社会服务的无偿劳动。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自觉自愿为公共利益不计报酬的劳

动态度、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爱护公共财物等劳动素养。各专

业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讲明公益劳动的意

义，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性别特点和个别差异，妥善安排劳动

项目和时间，避免负担过重。

（2）工匠精神打造：设置考核指标权重，劳动教育内容不

单独计学分

在专业实习实训教学环节中融入劳动教育元素，制定专门的

工匠精神培育大纲，使学生在专业劳动的实践过程中感受工匠精

神，提升专业劳动技能，传播“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

尚，并将劳动教育元素纳入实习实训考核指标体系。

（3）第二课堂：纳入“第二课堂成绩单”，劳动教育内容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25072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25072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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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独计学分

第二课堂劳动实践内容并入“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实

践实习”“志愿公益”“工作履历（社团类）”教学管理范畴，

按相关制度运行，以推进个性化劳动实践体验活动的有效进行。

（4）生活劳动教育：参与素质拓展考评，劳动教育内容不

单独计学分

生活劳动教育并入本科生素质拓展考评的“日常行为表现”

考核范畴，敦促学生立足个人生活事务处理，培养良好生活习惯

和卫生意识，强化自立自强的成长能力。

四、组织与管理

（一）成立辽宁科技大学劳动教育领导小组

组 长：李 平 党委书记

张志强 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王锡钢 党委常委、副校长

邓献宇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孙晓华 党委常委、副校长

李胜利 党委常委、副校长

成 员：创新创业学院、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党委学生工

作部）、团委、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各学院

教学工作负责人和学生工作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劳动教育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创新创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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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办公室下设劳动教育教研室。

（二）教学组织

教务处负责学校本科劳动教育方案的设计与规划，劳动教育

教研室负责学校本科劳动教育方案的总体组织与协调。

“劳动教育课程”由劳动教育教研室协同各学院组织师资。

“公益劳动”由劳动教育教研室负责组织、由后勤与基建管理处

负责资源协调与平台搭建、由相关学院具体落实。“工匠精神打

造”由各教学单位负责落实。“第二课堂”由团委负责落实。“生

活劳动教育”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落实。

（三）课程考核

劳动教育课程考核共计 32 学时、2 学分，劳动教育实践学

时由公益劳动 1 周折算为 16 学时、1 学分。其它环节并入素质

拓展性测评范畴，不计入课程学时与学分计算，学分考核环节与

素质拓展性测评环节必须全部合格，劳动教育成绩方视为合格，

修课学生方取得 2 学分。劳动教育课程通过试卷考核，劳动教育

实践通过过程考核，具体实施办法由劳动教育教研室及各教学环

节实施责任单位共同确定。

五、教学保障

（一）构建劳动教育协动机制

在校党委领导下，协调学校各职能部门积极支持、配合和协

助教学单位有效落实劳动教育活动，构建全面实施劳动教育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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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协动机制。

（二）强化劳动教育安全保障

将劳动安全教育作为劳动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师生进行

必要的劳动安全与管理培训，提高学生在劳动实践中的自我保护

能力，提升教师对劳动教育安全风险的科学评估能力及防控应对

能力。明确相关岗位职责，规范劳动实践操作方法与活动流程，

完善劳动实践中的安全保障机制。

（三）加强劳动教育文化建设

在充分利用橱窗、海报、标语、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同时，精

心打造网络、APP、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由劳动教育教研

室负责建设劳动教育专题网站，通过对创新型劳动教育活动以及

典型事迹的宣传报道，在全媒体传播弘扬工匠精神。宣传劳动教

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传递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体现崇尚劳动的

时代主旋律。营造培养优秀劳动品质的文化环境，涵养劳模文化、

工匠文化，厚植奋斗理念和劳动情怀。推动校园内形成尊重劳模

工匠、爱护劳模工匠、学习劳模工匠、争当劳模工匠的良好风尚

和劳动教育氛围，将工匠精神和劳动意识渗透并内化到学生学习

生活中。

（四）推进劳动教育质量提升

充分发挥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的教学质量监控作用，对劳动教

育课程和劳动教育实践的不同考核过程和结果进行全方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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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劳动教育工作成效列入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劳动教育教研

室和各学院做好课程教学规划并配备任课教师，将劳动教育纳入

人才培养方案，纳入教学计划，做好教学文件及教学筹备，确保

劳动教育的相关教学任务落实到位。结合实际，探索与校外机构

合作建立校内外劳动教育基地，积极开展劳动教育理论研究，开

发劳动教育创新课程，推动劳动教育理论入心、劳动教育实践内

化，促进学生养成劳动习惯。

六、附则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从 2021 级学生开始执行。本方

案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