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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的生成源流、内容结构与现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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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在当前重视劳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重温马克思的劳动教育思想意义

重大。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是批判继承的产物，具体的内容结构表现为：目的上实现不同层次的发展需要、本质上厘清劳动与

教育的内在联系、途径上实现劳动与教育的双向结合。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有深厚的现实意蕴：当前劳动教育的发展应遵循

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的指导作用，平衡劳动教育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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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Sources，Content Structure，and Realistic Connotation of 
Marx's Labor Education Thoughts

ZHOU　Zhaot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3，China）

Abstract:Marx believes that labor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It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to review Marx's thoughts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sent time when labor education is empha⁃
sized.Marx's thoughts on labor education is the product of critical inheritance，the specific content of which is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different levels，to clarify the essential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labor and education，and to 
realize the mutual combination of labor and education.Marx's labor education thoughts have a profound practical connota⁃
tion：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s labor education thoughts with the 
bala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society and man himself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education. 
Keywords：Marx’s labor education；original sources；content structure；realistic connotation

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教育在我国的地位提升

极大，并成为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

2020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指出：“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

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

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中

小学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贯彻始终”［1］；2022年党的

二十大报告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建

设人才支撑”做出系统部署，提出“尊重劳动、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等。这一系列举措，皆

体现了劳动教育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倡导劳动教

育、关心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才的时代背景下，重

温马克思的劳动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条件之维：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的生成

源流

（一）劳动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家关于劳动的论述

黑格尔［2］从“自我意识”的“主奴关系”出发，他

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个人精神欲望可以通过劳动的

“教化”或“陶冶”得到满足，“正是在劳动里，奴隶

……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从“市民社会”

的“需要体系”出发，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劳动从

具体劳动转变成抽象劳动的过程中，具有创造财富

同时创造贫困的自反性特征，这表明劳动作为否定

性活动在“陶冶事物”中获得直接基础（资本）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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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而在劳动中确立自身，获得精神解放。与黑

格尔“精神显像”式劳动观不同，费尔巴哈从“物质

赋形”的意义上理解劳动，他从实践的立场将人所

有的物质生产与吃喝所进行的活动都归为劳动。

马克思对他们进行批判性地继承与超越，对劳动的

理解从“劳动现象学”转变到“劳动辩证法”。

（二）劳动与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的论述

随着劳动的经济价值被发现，一些经济学家开

始探讨劳动创造财富的秘诀。约翰·贝勒斯［3］反对

重商主义下把货币当成唯一财富的观点，批判了当

时的分工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他高度赞扬体力劳

动的价值，并指出“不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略

胜于不学”，认为劳动教育不仅能训练职业技能，还

可以培养人的职业情操。亚当·斯密从劳动价值论

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应该关注普通民众的教育问

题，重视教育与训练的经济意义。大卫•李嘉图［4］认
为劳动的价值（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及延续后代

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

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古典经济学家们多从

教育为生产经济服务的角度出发，提出国家举办国

民教育为工厂输送技术工人，这为马克思深入思考

资本主义与劳动教育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劳动与理想：空想主义者关于劳动的论述

空想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以人道主

义构想劳动世界蓝图。16 世纪受到宗教改革和人

文精神的影响，托马斯•莫尔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他认为国家应建立公立学校，在儿童

中实施平等的教育；并在乌托邦实行普遍的义务劳

动制度——让儿童既接受农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也

从事农业、手工技术劳动。18至 19世纪，圣西门用

人人参与的“实业制度”进行改革，允许劳动者参与

国家治理。夏尔•傅立叶［5］非常关注童工现象，认为

“这实际上是恢复了奴隶制度”。他设置了名叫“法

吉郎”的协作生产组织，根据儿童的天赋与兴趣，允

许儿童参加多样化的劳动活动。罗伯特•欧文［6］依
托自己的工厂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提倡通过教育改

善工人阶级的现状、道德与知识，成立“性格形成学

院”。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把工人的劳动与教育结

合，进而探索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

（四）劳动与教育：教育家关于劳动的论述

16世纪洛克提出绅士教育，目的是培养身体健

康、精神健全的社会活动家与实业者。为此，洛克

拟定了劳动学校计划，为贸易与殖民地委员会拟定

了《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建议在每一个学区建

立一所劳动学校，允许贫困子弟入学；主要进行园

艺（或一般农艺）与木工活及一些手艺技能的学习，

使儿童获得了初级的职业教育知识与技能。文艺

复兴时期到 19世纪中叶，劳动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

重视，卢梭关注生产劳动的意义。他认为劳动是每

个人的义务与责任，并指出劳动是重要的教育手

段，可以促进儿童身体健康、感觉敏锐和智力的发

展。裴斯泰洛齐是第一位将劳动教育付诸实践的

教育家，他认为只有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

培养“完整的人”；并强调劳动教育不仅能提高人的

管理能力和劳动技能，还与德育、智育、体育相辅相

成。教育家们关于劳动教育的一些论述为马克思

劳动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结构之维：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的内容

表现

（一）目的旨归——实现不同层次的发展需要

马克思劳动教育目的集中体现了从成为一名

真正的劳动者到劳动解放，再到人类解放的渐进式

跨越。

劳动是人生存的基础与前提，但是随着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被当成和机器一样的劳

动工具，只是工人是有生命的劳动工具而已；这导

致异化劳动出现。马克思针对异化劳动的现象，创

造性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用以劳动为目的的

教育来反对以奴役劳动为目的的教育，使他们成为

“真正的劳动者”：第一，人本身是一种固定的资本，

“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7］。劳动教育旨在把人可能

的劳动力转换成现实的劳动力，为自己创造出一些

主、客观的条件，把自己当成创造价值的劳动者。

已形成的劳动能力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做出适应

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

世界，同样也更新他们自身”［8］204。第二，教育重塑、

发展劳动者身份。劳动教育让劳动者认识到自我

劳动的主体性与价值，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

动的奴性依附关系。劳动教育旨在实现劳动者身

份的平等。一是按照劳动时间分配，劳动时间能衡

量生产者的贡献。二是按照劳动性质分配，诸如简

单劳动、复杂劳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等不同劳动

类型按照公平原则给予不同的劳动报酬。三是按

需分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按照自己

的需求获得生产资料，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获得职业自由。

“劳动解放”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9］988。然而，异化劳

动是人被异化的主要根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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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劳动成为强制性的外在活动，工人的劳动所有

权丧失；工人成为机器的工具或资本家的附庸。劳

动教育是实现“劳动解放”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消

灭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自主的劳动；消灭

雇佣制度，使劳动者重获自由时间。马克思强调个

人的“需要”包含多个层面，其中“精神解放”即获得

自由支配的实践是其更高层次的追求。“劳动解放”

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基础，也是走向“人的解放”的一

个过程。就“人的解放”而言，马克思认为人是以

类、群体与个体三种形态而存在的，“人的解放”是

人自身的解放、群体的解放与个体的解放的有机统

一。“人的解放”的本质是把人从自然的、社会的、自

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

展。具体来看：一是人的基本需要的全面发展。在

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活动是维持人基本生活的必

要方式，“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

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

做”［9］286。二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劳动与

教育相结合发展劳动者的智力、体力、自然力、社会

力、潜力等，并在劳动实践活动中能适应不同劳动

需求和交替变换劳动职能，让自己先天与后天的各

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三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

发展。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

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

面性。”［8］172四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性的自由

发展，即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与科学

文化素质等均衡协调发展。劳动活动与教育结合

得越深刻，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便得

到了全面的发展，每个人都保持独立人格、理想、社

会形象和能力体系，显示自己的独特性。

（二）本质解构——劳动与教育的内在联系

劳动具有教育意义：一是劳动完成人的自我确

证。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有

意识的类存在物，一方面，在劳动中人的手脚从自

然中获得解放，不仅为劳动活动提供了基础，也为

以后绘画、演奏、雕刻等精神文化实践活动做了准

备。另一方面，劳动中人的协作交流发展、完善了

语言和思维能力，人掌握语言的过程是人认识自我

的过程。最后，在劳动与语言的影响下，促使人脑

的形成。“人脑作为意识的物质器官，为意识的产生

和发展提供了生理基础，推进人在认识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过程中更好地为自身服务”［10］。二是劳动激

发情感的教育价值。马克思认为“激情、热情是人

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9］326；异化劳动下

人成为资本的工具，自由劳动中人能实现自身的价

值，获得幸福感与满足感。三是劳动提升审美的教

育价值。马克思认为美渗透在劳动活动的每一个

环节，即劳动本身、劳动过程、劳动产品都呈现美的

特质，人在劳动活动中获得了审美素质与能力的

提升。

教育在劳动中生成：一方面教育在劳动需要中

产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教育“劳动起源

说”——人类教育起源于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需

要；即劳动过程中人们传递生产与生活的实际经

验。不管是原始时期还是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生产

的发展、劳动分工日益明显，人类使用与制造工具

都需要年长者向年幼者传授劳动技能、劳动经验。

此外，劳动作为一种实践方式，为教育的实施和发

展提供了具体形式；反之，劳动的发展亦需要教育

加以指导。另一方面教育促进劳动发展。马克思

指出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

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1］208。教育服务于劳动过

程，教育价值也直接体现在劳动活动中。教育帮助

学生了解劳动的规则、程序等，增强劳动活动的目

的性、计划性和创造性。教育促进作为劳动资料的

劳动工具的发展。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劳动工具

得到了延展与更新，个体通过教育掌握现代劳动工

具的操作，同时生产新的劳动工具。

（三）基本途径——劳动与教育的双向结合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

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

自由活动”［12］。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造成了“劳动”与

“教育”的分离，马克思试图用“教劳结合”的方式克

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具体是两种途径的

结合：

“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着力于“生产劳动”，

并对其提出要求“与教育相结合”，结合的对象是劳

动的工农或者辍学者；“结合”最初关注的是工人阶

级的生存与其子女通过劳动来谋生的问题。这种

结合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马克思反对普遍禁止

童工，认为当时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撑其

子女接受全日制的教育；故提倡人们一边接受教

育，一边从事有报酬的生产劳动。他甚至认为即使

这种雇佣劳动不是一种自由的实践活动，但是只要

能在该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显现自己的力量，

就是自由的实现［13］。另一方面，这里的教育在于提

高工人反抗意识，即反对资本家把工人简单当成生

产资本的工具；也是提高工人知识水平的教育。马

克思针对不同年段的人的劳动时间做出了明确的

划分：如 9~12岁的儿童每天劳动 2小时，13~15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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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每天劳动 4小时，16~17岁的儿童每天劳动 6小

时并严格禁止儿童参与夜间劳动，取消一切损害儿

童健康的生产部门。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着力于“教育”，并对

其提出要求“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结合的对象是在

校学习的学生。这种“结合”是为了解决大工业生

产带来的一定程度的失业问题和劳动分工问题，马

克思指出：“教劳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和人的全面

发展的唯一途径。就人的全面发展而言，两者的结

合能恢复他们的“能力和职业的原有的多面

性”［11］231；并强调利用“综合技术教育”的形式，把现

代技术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消除“专业和职业的痴

呆”［154］630，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衍生出与现代

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等新

的学校类型。劳动本身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既可以

是生产性的，也可以是非生产性的，争取消除脑力

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社

会的发展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

进步、分工日益明显、国民教育的普及等社会形势，

使得原先简单协作转变成以社会分工、产业更新与

结构调整的大协作模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的社会化

程度。与此同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定程度

上矫正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坏的”分工与制度导致

的各种问题，促进生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三、价值之维：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的现实

意蕴

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是特定时代与特定环境

下的特殊命题，但是马克思劳动教育所采用的方法

论和其价值意义具有普遍性。“凡是属于他关于这

一思想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带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就要坚持”［16］。
（一）坚持马克思劳动教育思想的指导作用

首先，坚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劳动

教育价值取向。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和

个人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决定因素；并从教育、生产

与科技三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发现了教育与生产劳

动双向结合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劳动教

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11］557。从历史角度

来看，他认为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与生产力的发

展密切相关；其中科技的发明创造及其在生产领域

的应用集中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有通过劳

动教育，才能提升“社会力”，以适应大工业生产社

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养等。从生产力这一概

念出发，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

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由劳动资料、劳动

对象和劳动者三个要素构成。这说明劳动者本身

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且在不同生产力背景

下，社会对劳动者劳动素养的各方面具体要求不

同；这要求劳动教育培养与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现

实劳动素养。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内容体现了新

的时代特征，一是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脑力劳动

逐渐占主导地位；二是非生产性劳动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以往的“生产劳动”概念已经不能完全与“劳

动”概念相等；三是复合型劳动成为新时代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这些变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前进的

必然，劳动教育也得做出改变，培养劳动者与现实

生产力融为一体的现实素养。

其次，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作为劳动教

育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来看，他赋予

“发展”的含义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点，一是个人

能力或才能的发展［9］330，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

两者的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马克思劳动教育所

提倡的“个人的发展”中的“个人”既体现个人本位

中人不为“物”所束缚的独立性，也是对个人主义的

扬弃；同时“个人”是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各个人”

“每个人”；劳动是形成人本质的特殊力量，“个人怎

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

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劳动是一致的，既

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4］。
劳动教育既促进个人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也促进

个人精神生产能力发展，同时劳动作为人类实践活

动最集中的体现，能够促进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

性、自主性的全面发展。回归当下，劳动教育的地

域差异、校际差异、性别差异等不可避免地存在；我

们更应该关注到“个人”的劳动教育需求和劳动能

力专长，遵循劳动实践中“人本身的自然力”［16］，即
体力与智力的统一，调动人劳动的积极情感与意志

等动力因素，把握劳动的“度”。“社会的发展”是社

会个人发展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始终认为人是社会

性的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人

的劳动实践离不开社会提供的“场”，现代劳动教育

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培养现代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劳动者、建立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相适

应的劳动教育体系等。

最后，遵循劳动教育的内在逻辑，即劳动的教

育性和教育的劳动性。马克思“劳动创造人”的命

题，旨在说明劳动的功能是生产生命，在人获得生

命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在于劳动的

教育。一是劳动实践一定程度上锻炼了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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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养护、发展和延伸人的身体器官；辛劳后需要

的满足和休息给人心理极大的满足。二是生产劳

动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同劳动类型需要不同专长的

劳动者，劳动者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劳动智慧，促

进智力因素的发展。三是在劳动的过程中生发了

人的主体精神，如反抗剥削和奴役、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与呼吁公平等伟大精神，促进人的道德品质的

发展。四是马克思直接指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生产

实践蕴含美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劳动行为符合主体

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劳动行为是利他者的，这种

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谐和是劳动美的具体显现。劳

动发挥教育功能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劳动不等于劳

动教育，劳动要发挥教育力量的前提是摆脱异化劳

动的束缚，回归自由劳动；劳动活动需满足不同人

的兴趣、专长等各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认识到

马克思“教劳结合”中的“劳”与现代劳动教育中的

“劳”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实践，后者是一种有目的

的、有限度的教育活动。诚然，教育的劳动性也能

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关照，“人阶级的解放，除此

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

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

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

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18］。就职业来说，教师作

为传授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职业具有劳动特

性。就教育活动而言，马克思的“教劳结合”是所有

教育活动具备的共同属性，即包括心的教育、身的

教育和技术学。就教育方式来看，劳动可以作为一

种教育途径，通过劳动实现人的不同素养的发展。

（二）平衡劳动教育过程中的几对关系

马克思阐释“现实的人”的三层意蕴：第一作为

“物质生产的人”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

作为“关系中的人”需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第

三作为“能动的人”需要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21］。
可见，人的存在、特性、本质与需要全部渗透在关系

中，而劳动实践是实现人这些关系的基础。

首先，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是作为主

体的人存在的前提，自然的物质生理需要则成为每

个人维持生命的第一需求。从哲学层面，马克思认

为人与自然在“劳动实践”中是一种“对象性关系”，

即人与自然的彼此交融、互动共生；从经济层面，他

认为资本逻辑导致的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紧

张对立的罪魁祸首；从社会层面，他认为共产主义

的追求完成了人、自然、社会三者有机统一。当前，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教育须着重关注的问题，也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途径：一是人能够制造和使

用生产劳动工具，在劳动实践中人需要充分认识与

尊重自然，增强学生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力量并

认识到自然既是劳动对象也是劳动资源。二是异

化劳动实践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实践需时

刻遵循自然规律，做到“适者生存”；对有限自然资

源的合理使用、分配，做到“生存有度”；劳动实践促

使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完成劳动与自我生存的和

谐统一，做到“可持续生存”。最后，人的劳动是一

个永无止境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学习的过程，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劳动实践可以延伸人的生命长度。

其次，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劳

动不是单个人抽象的生产活动，而是人在其中形成

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02］。劳动实践“增添了新

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强有力的

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更加确定的方向”［9］993。社

会是劳动的实践场，马克思描述了机器和大工业发

展对农业、手工业、工人的影响，表明社会发展既扩

大了劳动生产的范围，也增加了消费需求。现代社

会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实践范围已逐渐突破了时空

和地域。劳动实践离不开交往，交往彰显经济关

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不同的社会关系。一方

面，马克思劳动活动和产品交换已成为每个人的生

存条件；因交换产生联系，通过交换人的社会关系

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并借此取得与证明自己的社

会权力［8］12-14。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个人，从而

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

一个较大的整体”［8］66，生产劳动是共同体的活动，生

产过程中需要分工、合作、交流等环节配合。劳动

教育能引导每个个体如何融入到集体的生产活动

中，并帮助劳动者发现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优势；

从而解放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由简单

的生命个体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体。

最后，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

不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和社会的存在物，还是一

种类存在物，而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

动”［14］162。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的对立面是

奴役劳动，对象化的两种结果：一是劳动产品使得

主体肯定自身，二是劳动产品否定或反对劳动主

体，产生了劳动异化。因而只有自由劳动才能“自

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感到幸福”“感到自

在”“觉得舒畅”［14］159。另一方面，自主活动的普遍化

实现就是自由劳动的实现。当然，马克思的独特之

处在于从“真正的共同体”的角度强调个体自由与

共同体自由的双重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能

够按照自己的个性从事有意义的劳动活动，劳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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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高级需要，如爱与尊重都得到满足等。当下

的劳动应该朝着为共产主义培养劳动者的目标前

进，在集体劳动中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深刻感悟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从劳动中找到认同感、归属感与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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