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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以“四个融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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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重要决策部署，切实发挥劳动

育人功能，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教育教学、创新创业、社会服务、校园生活中丰富拓展劳动教育内

容和形式，锻造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新场域新模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筑基明德，将劳动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加强劳动教育整体规划，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设立劳动观念、

劳动能力、劳动精神、劳动习惯、劳动品质一体化的劳动教育目标，出台具有校本特色的劳动教育实施方案，构建

校院两级劳动教育工作体系。完善劳动教育课程设置，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劳动教育》公共基础必修课，设计8个学时的劳动教育理论课程和2周的劳动教育实践课程，打造系列劳育

“金课”。拓展劳动教育宣传阵地，每年开展本科生“自强之星”、研究生“励志之星”、“向上向善好青年”等

评选活动，选树自立自强、顽强拼搏的优秀学生典型，发挥朋辈榜样示范作用，引领广大学生见贤思齐、奋发向

上，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良好氛围。

　　增智善用，将劳动教育融入创新创业。强化科研创新训练，以科技创新类赛事为抓手，带动提升学生自主完成

创新性研究的能力。近5年学校学生共获得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赛事奖项835项。强化创新创业实践，每年选拔专业成绩优秀、具有强烈创新创业意愿和潜

质的学生开设自强创业班，系统讲授创新创业课程，开展创业项目设计、创业运营模拟、企业见习、孵化器创业体

验等实践项目，进一步培育和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常年为100余支在校生创业团队提供专业化孵化服务，累计

带动就业1000余人。强化生产实践体验，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梳理专业课程所蕴含的劳动教育元素，组织开展专

业生产实习实践活动。如，生命科学学院组建水稻抗虫分子育种师生团队，长期扎根基层，把抗虫水稻播向千万亩

农田，在劳动中体现科研价值、践行科技兴农。

　　躬身力行，将劳动教育融入社会服务。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引导学生学习在防疫抗疫中的先进典型和优秀事

迹，培育学生在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机时主动作为的奉献精神。如，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师生团队积极开展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科研攻关，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测绘学院研究生开发疫情防控与病情监测系统，为防疫抗疫提

供技术保障；测绘遥感科研团队调动灾区卫星数据，为河南省抗洪抢险应急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拓展社会实践场

域，每年组织数百名“青马班”学员等赴基层党政机关、社区开展实习实训；积极开展“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

划等项目，统筹推进“三下乡”社会实践，每年组织近千支实践队伍、近万名学生赴全国各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丰富志愿服务载体，对接大型赛事活动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组织学生参加武汉革命博物馆党史讲解、校史馆义务解

说、校园参观引导等，开展“与逆行者同行·为奉献者奉献”“致敬抗疫英雄赏樱专场”等抗疫专项志愿服务，培

育“清泉计划”“学生党员先锋队”等22个志愿服务项目，引导青年学子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中强化劳动观

念、提升劳动技能、弘扬劳动精神。每年参与志愿服务学生达10万人次、志愿服务总时长累计40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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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行赋能，将劳动教育融入校园生活。打造劳动教育校园文化，制定劳动公约、每日劳动常规、学期劳动任务

单，组织开展“光盘行动”、“拾白—校园清理”、班级“校园卫生责任田”等活动，推动劳动教育生活化、常

态化，引导学生在与他人合作劳动中体会劳动光荣，增强劳动能力。推动良好劳动习惯养成，定期开展寝室卫生检

查，举行“寝室风采大赛”，开展全校“文明宿舍”评选，不断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创造条件支持学生勤工助

学，在全校设立1200余个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助教、学工助管、后勤服务、交通协管等工作，让学

生在参与学校管理服务中增强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认识，积累职业经验、提升就业能力，为

个人生涯发展蓄力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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