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 教育引导学
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

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1]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劳
动者的创新创造能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要素，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

本标志。 从宏观层面看，一个国家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协同共建的结果。
由教育体系、物质支撑体系和创新文化等要素构成的国家创新系统，其完善程度和要素协同
的质量决定了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 [2]。 从微观层面看，创新活动和创新产品都是由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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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性劳动是通过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消耗最终创造或改进某种产品、技术、方法、
思想、理论的过程。根据人类劳动形式的历史逻辑演变，创造性劳动可以划分为创造性生产劳动和
创造性非生产劳动两种类型，具有能动性、实践性、独创性、累积性的特点。高校劳动教育应与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融合，通过劳动思想教育、劳动实践锻炼和劳动技能培育将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与从事创造性劳动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有机结合，有效提高大学生完成相关专
业工作的创造性劳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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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劳动完成的。 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能力是决定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

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人的
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也是获取知

识、积累知识、创造知识并将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的重要手段和根本途径。 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要通过劳动教育提高学生创

造性劳动能力。 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承担着培养和提高学生创造性劳动能力的
重要任务。 创造性劳动意识、创造性劳动思维都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培养才能形成，基础
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高等教育则要充分发挥其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方面的

独特优势，肩负起培养创新型高级专业人才的重任。 在高校开展劳动教育，不仅要改变学生
的劳动精神面貌、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更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让学生

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基础上能够创造性劳动，这也是高校劳动教育不同于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独特之处。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从劳动的一般性出发探讨创

造性劳动的特殊性，分析创造性劳动的特点与类型，并提出通过劳动教育培育大学生创造性
劳动能力的实践路径。 通过跨学科的探索与分析，以期丰富劳动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

二、理论意蕴：从劳动的创造性到创造性的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进行如下界定：“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

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
自然物质相对立。 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
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 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

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
受他自己控制。 ”[3]劳动作为人类能动的实践活动，不仅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从物质上保证了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且在劳动的实践过程中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增强了人类从事
物质生产活动的能力。 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 ”[4]劳动过程中蕴含

的智慧性和创造性是人类劳动的本质特征。
（一）劳动的创造性

劳动起因于人类生存发展对物质产品的需要， 是人类通过付出体力和脑力以获取物质
生活资料的活动。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能动地改变他所生活的自然条件与环境，使之按照人的
意志发生变化，以适应人类生存、发展对物质产品的需要。 因此，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的区别

就在于劳动是人类为改变外部环境， 适应自身物质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 有意识的活
动。 尽管动物可以做出一些类似人的活动，但是这些行为并不是它们的意志所为，而是在周

围环境的刺激和逼迫下本能的生存竞争。 人类劳动起源于制造工具，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意
识始终起着支配作用，各类生产工具从无到有的制造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类劳动的创造性。 人

们在生产实践中与自然界接触，产生了对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经过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
识，理性认识再应用于实践。 这个过程的反复，使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运用能力逐步提

高，劳动的创造性也不断提升，自身蕴含的自然力能够以多样的方式改变外部环境，促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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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提高和产品种类的丰富，从而不断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 此外，人类通过劳动还

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建立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推动人类社会在劳动实践中不
断向前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

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5]

（二）创造性的劳动

虽然人类劳动具有创造性的一般特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可以称为创造性劳动。
劳动产品是人类劳动的物化，是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物质进行改造或创造的结果。 根据劳动
产品是否是先前已经存在的，可以将劳动划分为重复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 如果说重复性劳

动或模仿性劳动的本质特征在于复制和生产人类已有或部分已有使用价值， 那么创造性劳
动的独特性在于认识和掌握未知或部分未知事物，发现、发明和创造人类未有或部分未有新

质使用价值[6]。 因此，重复性劳动的成果主要是人类已有或部分已有使用价值，表现为劳动成
果的量的积累。 而创造性劳动更多强调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通过人类体力和脑力的

消耗最终创造或改进某种产品、技术、方法、思想、理论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劳动成果的质的
突破。 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创造，例如有形的物质产品，如指南针、电话

机、内燃机、青霉素、计算机等物品的发明创造；也包括精神财富的创造，例如文学家的文学
作品，音乐家的音乐作品，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论等。

（三）创造性劳动的分类
人类进行劳动首先是源于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 人们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以生产物质生

活所需的各种产品。 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深化使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使一

部分社会成员脱离生产劳动，去从事物质生产以外的各种活动，例如认识自然规律及运用自
然规律的科技活动、 传播知识和启迪智慧的教育活动、 获得以及维护人类健康的医疗活动

等。 因此，根据人类劳动形式的历史逻辑演变，可以将创造性劳动划分为创造性生产劳动和
创造性非生产劳动两种类型。

生产劳动是其他各种劳动的基础。 正是由于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为其他形式的劳
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创造性生产劳动既包括创造和形成新的产品，还包括在生产过程中对生

产工艺的改进和突破，例如生产工艺流程、加工技术、操作方法、生产技术装备等方面的生产
技术的开发和改进。 首位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女性技术工人黄金娟，通过创造性劳动完成
的《电能表智能化计量检定技术与应用》项目成果获得了 2017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这一成果广泛应用于电力能源基础领域，攻克了传统电能表人工检定效率低下、质量控
制困难等难关，首创了电能表计量检定智能化作业工法。 她发明的同步接拆、新型封印、智能

移载 3 项技术，创建了电能表检定节拍测算工具与质量溯源方法，实现了电能表计量检定由
人工作业向智能化作业的变革，使工作效率提升了 58 倍。 39 岁的我国最年轻大国工匠洪家
光带领团队研发的“航空发动机叶片磨削用滚轮精密制造技术”，通过发明多因素耦合振动
消减方法、超厚阴模高精度车削方法等，使叶片滚轮精密磨削精度提高至 0.005mm，合格率由

78%提高至 92.1%，为国家新型战机、大飞机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这些工作在生产一线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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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人通过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为推动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做

出了重要贡献。
创造性非生产劳动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不同形式的劳动。例如，

创造性科研劳动是人们有目的、有计划、有意识地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研究的方
法，探索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规律的认识过程。 科学研究的英文单词是 research，从其构成上
可以发现，就是反复（re-）探索（search），以求得对事物的真知，通过创造性劳动不断探索新规
律、发现新事物的活动。 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将自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杂
交水稻身上，通过创造性劳动发明的杂交水稻让世界水稻产量总体提高了 20%，使中国的水

稻产量提高了 50%，为粮食大面积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作出了卓越
贡献。 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药学家屠呦呦通过创造性劳动创制的新型抗疟药青蒿

素和双氢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
的生命，被誉为“拯救 2 亿人口”的发现。 创造性艺术劳动则展现了人类在身体、智慧以及精

神方面的发展追求。 创造性艺术劳动不像物质生产活动那样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手段而存
在，而是作为人类本质体现的目的而存在。 艺术家和文学家通过创造性劳动创作的艺术和文

学作品等，都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物化形式。
三、内涵特征：如何正确认识创造性劳动

劳动作为人类能动的实践活动， 不仅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从物质上保证了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而且在劳动的实践过程中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增强了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
能力。 创造性劳动通过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创造出无数种类的前所未有的使用价值，满足

人们各方面的需要。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劳动形态， 创造性劳动既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特
点，同时又具有其独特性。

（一）创造性劳动的特点
一是能动性。劳动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无论是创造

性劳动还是重复性劳动，都是人类独具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人的意识始终在劳动过程中起
着支配作用，正是人的思维和意识使劳动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因此，做什么、怎么做是在劳动

之前和在劳动过程中由人的思维和主观意识决定的。 创造性劳动来自人类思维的创造性，重
复性劳动或模仿性劳动来自人类思维的重复性和模仿性。 创造性思维决定了创造性劳动，培
养和锻炼创造性思维对于能否进行创造性劳动至关重要。

二是实践性。 创造性劳动是在劳动实践中完成的，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使创造性劳动
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对象性相结合转化为有用的劳动产品。 如果空有创造性的思维或者创

造性的灵感，并没有付诸实践使其通过创造性劳动转化为劳动成果的过程，就不能将其称之
为创造性劳动。 光有想法没有行动永远都是空中楼阁，离开了创造性劳动的实践过程，再好

的想法与灵感也无法转化为有用的劳动产品。 只有通过在做中学、做中思、做中行，做到知行
合一，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才能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提高创造性劳动的能力与素养。

三是独创性。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不断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过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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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劳动源起于创造性劳动意识，即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求新求变和求真求实的意
识。 通过有意识地抛开以往思考类似问题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排除以往的思维模式对寻求新的
设想的束缚，对传统的观点和固化的模式提出挑战和质疑，进而形成一种打破常规思维定式的
创造性劳动思维，并通过独特、新颖的思维过程发现和创造新事物。创造性劳动作为生产和创造
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使用价值的过程，独创性是其区别于重复性劳动的根本特征。

四是累积性。 通过创造性劳动生产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
不断重复、循环累积的过程。 例如，爱迪生发明电灯、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元素镭、弗莱明发
现青霉素的过程，无一不是在实验室进行过无数次重复性实验的结果。 只有在不断重复的过
程中才能发现更好的方法和路径，最后创造出新的产品、技术、方法或者理论。 可见，创造性
劳动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也是一个在重复性劳动和模仿性劳动过程
中不断积累创造性因素的基础上实现创造的发展过程。

（二）创造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关系
从劳动的一般意义上来看，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都是人类体力和脑力支出的过程，

人类劳动的任何具体形态都要靠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来实现。 在抽象劳动的形态上，无论是生
产人类已有或部分已有使用价值的重复性劳动， 还是生产人类未有或部分未有新质使用价
值的创造性劳动， 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劳动具体形态已经被抽去， 留下的是人类劳动共同
的、无差别的性质 [7]。 从劳动可以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来看，正是在生产劳动
中，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凝结形成了商品价值。 在劳动的抽象形式上，创造性劳动与重
复性劳动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 如果说创造性劳动更多地表现为劳动产品的质的突
破，重复性劳动表现为劳动产品的量的积累，那么重复性劳动是创造性劳动的基础，没有重
复性劳动的量的积累就没有创造性劳动的质的突破。 马克思对此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
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
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 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
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8]由此可见，不管生产的是已有
使用价值还是新质使用价值，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作为
抽象劳动，都能够创造新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复性劳动和创造性
劳动都是创造财富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不能认为从事复杂
的、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创造性劳动就比从事一些重复性简单体力劳动更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 这些普通劳动者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国家富强所作的贡
献、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同样值得全社会尊敬。

四、推进路径：在高校劳动教育中培养大学生创造性劳动能力
大学生作为一个国家高素质劳动力的代表， 其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能否更好地匹配产

业发展方向和未来工作岗位需要， 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高素质人才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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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在各个领域加速应用，劳动方式变革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凭借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能
够高效完成重复性劳动，通过海量大数据不断训练和自我学习，提出全新解决方案，大幅提
升工作效率，进而对生产、管理、研发、营销等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
大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交流协作能力特别是创造性劳动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在学习过程中除了丰富自己的
专业技能，更要学会知识拓展和思维发散，用创新性思维来面对问题，用创造性劳动能力来
应对变革。 创造性劳动能力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设想、创造新事物的
能力， 是对促进创造成果的产生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大脑思维能力和劳动实践能力的综合
体现。 与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不同，创造性劳动在创造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新思想或新理
论的过程中要以掌握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只有通过对已有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加工，才能创
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使用价值。 因此，大学生创造性劳动能力的培养首先应建立在专业知识学
习的基础上。 通过开展劳动教育，将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端正的劳动态度、优良的劳动品德、
良好的劳动习惯与从事创造性劳动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术、智力等因素有机结合，真正有
效提高大学生完成相关专业工作的创造性劳动能力，以及在实践过程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一）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树立创造性劳动正确的价值导向
思想决定行动，树立什么样的劳动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劳动的态度和行为。 高等教

育不仅包括知识能力的学习与提高，同时也是理想信念、爱国情怀、道德品质等方面塑造和
形成的过程。 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创造性劳动能力，首先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劳动教
育，结合唯物史观教育和劳动科学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
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的真理性意义，真正明白“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
是幸福的源泉”的道理，真切体验在劳动创造中“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
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的幸福感。 例如，我国的“两弹一星”之
父邓稼先在从事核武器研究的 28 年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以及武器化，
到新一代武器科研攻关，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探索性研究工作都是他亲
自把关。 邓稼先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呕心沥血、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将自己的智
慧、幸福以及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 他与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们为世人留下
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锻造了“以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为
主要内容的“两弹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劳动价值观指引下，无数的科研工作者自觉把个人理
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紧联系起来，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建设祖国的
伟大事业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伟大奋斗中，真正实现了创造性劳动的价值。

其次，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校还应通过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
值理论，认识到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依然发挥主导作用。 尽
管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机器代替人类完成很多工作， 科技进步使生产力各要素发生很多
新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创造价值的社会生产过程仍然是劳动者、劳
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结合并发生作用的过程。 其中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观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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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中起着主动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程度越来越高， 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工智能体现了人类智慧对自然客观规律的把握和利用能
力的提高。 机器人所掌握的各项劳动技能，是由人对其所设计并输入的程序而显示出来的，
是人类智慧和能力不断进步的作用和体现，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人”这一最关键
因素。 因此，要教育大学生在专业学习和实践锻炼中主动培养创造性劳动意识，提升创造性
劳动思维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掌握创造性劳动的方法与技巧，不断培育大学生
“热爱创造”的真挚情感。

（二）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掌握创造性劳动必要的知识与技能
知识是创造性劳动能力的基础，创造性劳动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知识、技术、技巧之上。 大

学生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既要通过各方面知识的学习构建合理完整的知识体系， 随着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还要注重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
综合运用这些知识、技术、技巧的能力。 在大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
专业知识是构成大学生知识结构基本框架不可或缺的三类知识。 完成创造性劳动不仅需要
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其他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础性知
识不仅包括与本专业直接相关的内容， 还包括诸如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识类的事实现象类
知识、作为思维方法的哲学知识、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知识等。 大学生
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其他基础性知识的掌握，最终的结果就是
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活动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缺少一些必要基础理论知识修
养，这必然会影响其创造性劳动能力的提升。 大学生要提高自身的创造性劳动能力，必须要
全面掌握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通过构建合理完整的知识体系为完成创造性
劳动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高校专业教育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验、实习、实训等环节）也是培养学生创
造性劳动能力的重要渠道。 实验教学作为课堂理论教学的辅助，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对课堂上
所学理性知识的理解，实现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融会贯通；实习实训是通过认识性实践教
学理解专业知识、熟悉专业设备和掌握操作技能的专业教学环节，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本专
业所对应的岗位、所从事工作的内容和对工作人员能力与素质的要求，掌握从事专业领域实
际工作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基本技术应用能力。 高校在专业实践教学中应注重加强对学生创
造性劳动能力的培养与锻炼， 不断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紧跟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步伐，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工具、
劳动技术、劳动形态的新变化，在实践中提升创造性劳动能力。

（三）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在创新创业中提升创造性劳动能力
随着国家层面对高等教育的创新战略要求，大学生已经走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大舞台，

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大学生应充分利用好学校
提供的创新创业平台，在创新创业中培养创造性劳动意识，掌握创造性劳动思维方式，将创
造性劳动知识运用到创新创业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尝试不同的创造性劳动方法，最终培育和
提升自身的创造性劳动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不能简单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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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创业才是创造性劳动，或是只有成功地创业才是创造性劳动。 创新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注重对想象力、问题意识、批判精神的培育，创新精
神可以体现在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创造中，而不仅仅是创办公司。 创业教育则是
培养大学生对社会经济，尤其是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发展、新商业模式的认知能力，能够
敏锐地捕捉商业机遇，从而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社会的生产发展实践当中去，推动产业升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尽管我们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但是创新创业教育并不是为了让每个大学
生都成为“老板”，而是培养创造性劳动意识和思维，掌握创造性劳动方法，在创新创业中真正
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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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reativity of Labor to Creative Labor: The Value Goal of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Zhao Mingf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Creative Labor is a process of creating or improving products, technology, thoughts and theory by
physical and mental labor. Based on the historic logic of human labor form,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reative labor,
namely productive crea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creative labor. Creative labo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itiative, practicality, originality and cumulativity.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ntegrate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hould
integrate correct labor valu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or creative labor through lab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labor practice and labor skills train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labor innovation ability
for professional jobs.
Key words：creativity of labor; creative labor;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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