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模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

现，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印记，是植根

于中华大地并深刻反映了中华儿女尤其是新时代

劳动模范“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

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品格。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

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他们以

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

搏精神，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1]进

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给

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取得显

著成果。 近些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化和世界经

济全球化加速，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激

烈，部分大学生理想空虚、信念缺失，对高校理想信

念教育产生了极大冲击和严峻挑战。 以劳模精神为

引领，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涵养劳动情怀，坚定理想

信念， 激发他们投身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热情，凝

心聚力共筑中国梦。
一、劳模精神的科学内涵

“劳模精神作为劳动模范的思想内核、行动指

南和精神灯塔，以积极的劳动姿态、卓越的劳动创

新、丰富的劳动创造、果敢的劳动担当和无私的劳

动奉献，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2]劳

模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等历

史时期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中国精神，集

中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广大劳动者爱岗敬业、创新

创造、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是对中国属性、中国品

格、中国气派的传承彰显，具有深刻内涵和重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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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概括劳模精

神的科学内涵。
（一）思想层面：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仔细研究劳动模范们的先进事迹，会发现他们

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始终把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作

为自己的思想指引。 在他们看来，只有热爱自己的

岗位、敬畏自己的工作，始终把工作做到最好，才能

成为一名合格劳动者，这也是必要前提。 劳模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人生价值和思维道德取

向，本质上体现于劳动模范自身的劳动品格、劳动

态度以及劳动素养，反映到现实当中，就是以强烈

的主人翁意识，积极、主动、高效地工作，努力在平

凡的岗位上取得不平凡的工作业绩。 可见，劳模精

神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就是要求广大新时代劳动者

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的意识，不

断增强自身积极主动的岗位意识、责任意识、进取

意识和创新意识等等，并将这些观念意识践行于平

时的工作、生活之中。
（二）实践层面：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劳模精神既是一种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更是新时代人人向往的精神高地，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这种力量

从根本上来源于劳动模范日常工作中的脚踏实地、
艰苦奋斗。 正是依靠劳动模范努力拼搏的干劲、一

马当先的闯劲、奋发有为的钻劲，才会铸造出象征

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奉献精神的新

时代劳模精神。 劳模精神之所以会得到弘扬，主要

在于劳动模范日常的创造性实践得到社会的认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

时代也是干出来的。 ”[3]劳模精神也是劳动模范在艰

苦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实践中苦干、实干、巧干出来的，是每位劳动模范

“出大力、流大汗”的结果。 因此，实践是劳模精神形

成和发展的基础，科学理解劳模精神就要求广大新

时代劳动者学习劳动模范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
（三）精神层面：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每一位劳动模范名字的后面，都是一段段“顾

大家舍小家”、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 “劳动模范不

仅是一种荣誉表彰，更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对

职业、对自我、对社会、对国家的大抱负、大情怀、大

担当、大奉献。 ”[2]劳动模范之所以会在众多劳动者

中脱颖而出，成为劳模精神的代言人，是因为他们

始终将工友当亲人、将工作当使命、将单位当家庭，
不为功名所负，不计个人得失，以强烈的责任感、使

命感、荣誉感对待工作。 一代又一代的劳动模范，正

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奉献劳动，才铸就

了今天的劳模精神；正是用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

“老黄牛”精神，才造就了今天的辉煌中国。 思想是

引领，实践是推动，精神是坚守，三者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只有始终坚守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劳模精

神才能永放光芒。
二、劳模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重要意义

劳模精神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

扬，也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伟大结晶，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

育价值。 准确理解劳模精神并把握其特质，将劳模

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对于培育和

弘扬劳模精神，进一步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

教育的实效性，促进新时代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更好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有效载体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就是要“深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教育，使大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

理想和坚定信念”[4]。 我党历来重视理想信念教育，
特别关注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不同时代具

有不同内涵的时代精神会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奋勇

向前、勇攀高峰的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想信念

教育，在全社会大力传承和弘扬了革命战争时期的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 沂蒙精神与和平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铁

人精神、焦裕禄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些宝贵的

民族精神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载体。 党的十九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培育和弘

扬了具有浓郁时代特征的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等，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构建了有

效载体，激发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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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

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

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5]在全社

会共同努力下，我国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取得长

足进步， 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效得到彰

显。 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实际与时代发展并没有形成高度契合，与党和国

家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以往理想信念教育的内

容和方式与大学生实际结合得不够紧密，导致大学

生对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解和认同度不高。 劳模精神

是沐浴着新时代的光辉形成和发展的，与新时代大

学生的成长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 同时，劳模精神

蕴含的许多精神元素，如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奉献

精神和爱国精神，也正是新时代大学生需要补足的

精神之“钙”。 将劳模精神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
更易为大学生所接受，有利于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的精神动力。
（三）有利于提供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生动教材

当前，在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

法上，部分高校仍然采用传统“宣教式”的教育手段

进行强制灌输。 一些教师，在思想上依然没有转变

观念， 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等同于枯燥无趣的说

教，无法与学生产生心灵深处的共鸣，难以得到学

生的认同，教育效果甚微。 而解决目前这种困境比

较有效的方法，在于将“宣教式”教育转变为“心灵

沟通式”教育，让“高高在上”变得“接地气”，即通过

融入更多贴近实际的生动事例和感人故事来增强

理想信念教育的通俗性和生动性，以此来触动和感

染大学生，进而达到以情动人、以情引人的教育目

的。 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

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模范始终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和

一首感人的赞歌，为全体中华儿女树立了光辉的学

习榜样，为大学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一个个生动教

材，如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炉卫士”孟泰、“铁人”王

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等先进模范和在改革开放

历史新时期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雷锋传人”
郭明义、科研报国的黄大年等先进模范。

（四）有利于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实际效果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以凝聚人心、
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

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6]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是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

要载体，在塑造健全人格、磨炼顽强意志、锻炼高尚

品格、树立远大志向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融

入劳模精神，有利于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大学生深

入了解国情、认识社会，让大学生在劳动中体悟劳

模精神的实质和感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帮助大学

生树立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劳动价值

观和涵养深厚的劳动情怀，努力将新时代大学生培

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增强育人实效。
三、劳模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的实践路径

“‘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

劳创新’，劳动教育具有融通性的特质，它可融通其

他四育。 ”[7]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依据时代特点和大

学生群体特征，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

和劳模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将劳模精神融入新时

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全过程， 并且贯穿始终，重

视发挥媒体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构建媒体、高校、家

庭三位一体的联动育人体系，协同发力，提升育人

效果。
（一）媒体宣传需增强传播有效性，注重体现宣

传常态化和方式创新性

1. 遵循传播规律，加大劳模宣传力度

当前，对劳模精神的的培育和弘扬主要是通过

媒体对劳动模范的宣传进行的，但这种宣传属于间

歇性的， 大量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节日，如

“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 等， 效果十分有

限。 因此，遵循传播规律，加大宣传力度，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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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劳模评选表彰等重大活动和 “五一国际劳动

节”等重大节日进行宣传，还需要进行“时间无限

制、节点无固定”的常态化宣传报道，使劳动模范的

影响贯穿在受众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 与此同时，宣传报道还要遵守劳动平等的

原则，多关注普通劳动者的日常，增加对普通劳动

者的宣传报道，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学习劳模、
关爱劳模的良好氛围， 引导全社会养成认同劳动、
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文明风尚。

2. 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宣传方式方法

劳动模范作为我国各行各业中的优秀分子，他

们有的是一线劳动工人，有的是教师，有的是人民

警察，有的是科研人员，还有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 他们都在工作生活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用

劳动、知识、技术、创新持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媒

体宣传也要及时转变观念，对劳模的宣传不能只局

限于奋战一线的劳动工人，而要将镜头转向不同身

份和领域的劳动模范，改变以往人们“只有埋头苦

干的体力劳动者才是劳动模范”的片面印象，让人

们认识到劳动模范也可以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的劳动人才。 新媒体时代，微信、抖音、快手等各

类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尤其是大学生获取信息

的重要渠道，新媒体舆论功能凸显。 因此，对劳动模

范的宣传在依靠电视、 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
还要积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以走心、贴心的宣传

方式让劳模精神真正深入人心。
（二）高校教育需强化顶层设计，注重学生实际

和育人实效

1. 坚持价值引领，将劳模精神贯穿立德树人全

过程

在将劳模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的过程中坚持价值引领、并将劳模精神贯穿立德

树人全过程， 这不仅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促进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现实

需要，也是新时代大学生劳模精神培育和弘扬的时

代要求。 将劳模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

育中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始终保持清醒头

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

质体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价值追求，是高校

培育和弘扬劳模精神的核心价值立场，是高校准确

把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向、 明确 “为谁培养

人”、 劳模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指引。 思政课是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

重要阵地，也是开展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主渠道。 因此，将劳模精神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首

先就要发挥思政课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即将劳模

精神融入思政课授课之中， 但要注重创新方式方

法，使劳动模范和劳模精神立体化、具象化，提升实

际效果。
2. 弘扬劳模文化，将劳模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中

大学校园，既是大学生生活学习的场所，也是

大学生的精神文化高地。 “校园文化承载着高校的

理想信念，是高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师生力量、展

示学校精神风貌、保障学校高效运转的强大力量。 ”
[8]弘扬劳模文化，最重要的是将劳模精神渗透到大

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在校

园中文化中处处体现劳模精神的追求与理念。 一是

利用校园宣传栏、广播、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

对劳动模范先进事迹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开展各类

具有旨在弘扬劳模精神的校园活动，如征文、书法、
演讲、微视频大赛等；三是可适当在教室等场所设

置一些蕴涵劳模精神的的人物图片、雕塑、先进事

迹展板等，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建设劳模文化长廊；
四是鼓励学生自主创建学习劳模精神的学生社团

组织，如“劳模精神学习小组”“新时代劳模精神研

究协会”等等。
3. 打造实践平台，将劳模精神纳入社会实践活

动中

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时谈到：“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

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

悟它，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9]实践教育活

动就是通过开展社会实践引导大学生走近劳动、了

解劳动模范， 在劳动创造中不断感悟劳模精神，实

现实践育人效果，它是新时代大学生走近劳动模范

和感悟劳模精神的有效途径。 高校可结合学科专业

实际，选择一些与各学科专业密切相关的劳动模范

或大国工匠， 并积极与其所在工作单位沟通联系，
校企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利用寒暑假或教学

卢玉亮，曹 宁：论劳模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86



实践周定期组织大学生到实践基地进行社会实践，
并邀请劳动模范担任指导教师，让大学生在劳模真

实的工作环境中聆听和感受劳模精神的平凡与伟

大，帮助大学生真正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坚定新时

代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4. 加强师资建设，将教师培养成为劳模精神的

践行者

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学习上的领路人和生活上

的贴心人， 在学生心目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教

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 正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德高尚、
作风正派、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教师必然会对大

学生的言行举止产生积极的引导，反之则亦然。 高

校教师既是劳模精神在校园的传播者，也是引领者

和示范者。 高校教师要主动了解劳动模范的先进事

迹，学习劳模精神的科学内涵。 除此之外，高校教师

应积极发挥榜样引领作用，自觉将本职工作与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相结合，以劳模精神作为思想价值引领，以脚踏实

地、兢兢业业为行动指南，无论是在生活、学习还是

工作上都时刻践行劳模精神，保持劳模作风。 此外，
可以聘任一些劳动模范担任兼职辅导员、班主任或

思政课教师，定期到校举行专题讲座或开展主题班

会活动， 通过劳动模范与大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交

流，增强大学生对劳模精神的认同感。
（三）家庭教育需潜移默化，注重理念的引领和

家风的塑造

1. 重视发挥理念在家庭教育中的引领作用

家庭教育理念的树立需要深刻反映时代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一是要树立信念坚定、忠诚担

当、爱国奉献的家庭教育理念。 劳模精神是对他人、
对工作、对社会、对国家的忠诚、奉献、担当，是一种

“大爱”的表现。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将信念坚定、
忠诚担当、爱国奉献作为对劳模精神培育和弘扬的

思想先导，始终贯穿其中。 二是要树立脚踏实地、艰

苦奋斗、淡泊名利的教育理念。 每一位劳动模范的

成长之路都没有捷径，都是靠着自己的干劲、闯劲、
钻劲心无旁骛“干”出来的。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

始终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理念教育

引导孩子，进而帮助孩子充分认识和领会劳模精神

的深刻内涵。
2. 重视发挥家风在家庭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

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

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10]由此可见，良

好家风在家庭教育和劳模精神的培育弘扬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营造浓厚的尊重劳动、崇尚

劳动的家风文化氛围。 可以通过在家庭中悬挂一些

劳动模范及其先进事迹的宣传物品、经常与孩子一

起探讨劳动模范及其劳模精神等途径来进行氛围

营造。二是身体力行，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家长在日

常生活工作中，积极践行劳模精神，以勤奋、努力、
认真的现实行为帮助孩子热爱劳动。 另外，积极引

导孩子参与自主实践，如做家务等，让孩子在具体

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劳动价值、体验劳动快乐，感悟

劳动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3-04-29（1）.
[2] 彭维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述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2019(4).
[3] 习近平. 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

回信[N].人民日报，2018-05-01（1）.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见 ［EB /OL]. http: / /edu． people． com． cn /
GB /8216 /39572 /index． html．

[5]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

日报，2019-05-01(1).
[6] 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8-09-11(1).
[7] 鲁满新. 论新时代弘扬劳动精神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

[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4).
[8] 王晨,杜霈霖.关于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思考[J].黑龙江

高教研究,2018(12):60-63.
[9]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4（1）.
[10] 习近平.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02-18（1）.

卢玉亮，曹 宁：论劳模精神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87



（责任编辑：辛宝英）

Research on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Shang Chun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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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7, the number of ruralmigrant workers of the newgeneration accounts formore than 50%of the
overall rural migrant workers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hus mak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a
major force in rural migrant workers. Compared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ough rural
migrant work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boast advan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better urban adjustment, they still
face various kinds of labor rights infringement issues, which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ssues experienced by the
old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ut also new ones that belong to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in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guarante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is still a problem waiting to be solved to form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As a resul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open, fluid, overal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migrant workers; to
strengthen training and upgrade the working skills and legal qualitie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promote collective
contract signing of all walks of life to include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to collective contract protection; to establish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targeted at the new employment form and to fully express the role of the trade un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ruralmigrant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workers of the newgeneration;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labor relations

How to Incorporate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into the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New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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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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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new age spirit, the spirit of the model labors is not only
the extremely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China, but also the powerful spiritual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new era. Ideal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life and belief determines whether your career will be successful. Developing
ideals and beliefs can help the undergraduates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world outlook, viewof life, and valu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s, we coul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academic carrier, spiritual motivation and
vivid teachingmaterials, for the better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in the new era.
What’s more, it could improv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To carry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spirit of labor
model on the ideals and belief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ag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triune education system
ofmedia, universities and families to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newera; undergraduate; spirit ofmodel labors; ideal and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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