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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是一种系统性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形成正确

劳动价值观点和养成良好劳动素养。2020年 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明确了劳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要求劳

动教育的演进必须与时俱进，体现出劳动教育的发展必须具

有时代属性和社会属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一主体主导的教育形式已

经难以满足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需求，劳动教育形式必须朝

开放化、多元化、综合化方向转变，这样才能满足我国对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由此可见，未来劳动教育变

革和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多元力量，从而推动多元主体参

与、合作，促进我国劳动教育的全面发展。

如今，我国已有不少关于劳动教育的研究指出提高我国

大学生对于劳动教育观念、行为的提升的重要性，但缺少对

大学生劳动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具体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故本研究通过查阅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发展现状、

现实价值以及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知现状、实践问题等研

究文献，构建有七个变量的研究模型。

一方面探讨学校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家庭劳动教

育、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对行为意愿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

把大学生的劳动观点纳入研究模型，研究其在行为意愿中可

能存在的调节作用，从多元主体角度探讨影响大学生劳动教

育行为意愿的相关因素。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深化和拓展了新时代环境下大

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丰富大学生劳动教

育相关研究，为未来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对策与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又称 TPB

理论，该理论模型集成了影响行为意愿的内外部因素，从行

为与意愿间的关系视角来探索、解释和预测主体行为，这与

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行为相符合。基于此理论模型，对大学生

劳动教育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模型框架的修正，将

知觉行为控制替换为影响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意愿的四个外

部因素：学校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家庭劳动教育、主

观规范。行为态度和劳动观点两个因素，构成影响大学生劳

动教育行为意愿的内部因素。

1. 行为意愿

Ajzen（1991）认为行为意愿比信念、态度及感觉等因

素更接近行为，因而要预测一个人是否会从事某种行为，就

必须了解其对该行为的意愿。Kotler（2003）认为人们都是

通过行动与学习，建立信念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实际行为。

行为意愿是在某一特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主体发生某种特定行

为而自愿付出的努力程度，也认为此时正处于行为真实发生

的准备状态。本研究界定为：大学生在接触劳动教育相关信

息后，接受劳动教育相关行为的可能性。

2. 劳动教育

学校、社会、家庭劳动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劳动素养的重

要手段。学校劳动教育是指对大学生的劳动思想、劳动技能

和劳动实践进行系统锻炼，总体上提高大学生劳动素养的过

程。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教育的使命就在于，要使热爱

劳动早在青少年时期成为一个人的重要品质之一。”檀传宝

（2019）认为，劳动教育是为了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劳动素

养和劳动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形式。由此可知，学校进行劳动

教育可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社会劳动教育主要指劳动场域

在学校、家庭范围之外的，以校外职业体验劳动、校外服务

性劳动为主的劳动形式。根据郑银凤（2016）的研究，社会

环境是与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相并列的狭义的社会环境，主

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它们构成“90 后”大学

生劳动观形成的社会背景。家庭劳动教育是一个可以让孩子

通过劳动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同时家庭与学校作为大学生

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因此父母和同伴的态度和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学生

的行为。除了父母，同伴的态度和观念在塑造和加强个体的

信念、态度和行为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故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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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学校劳动教育对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意愿有正向影响。

H2：社会劳动教育对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意愿有正向影响。

H3：家庭劳动教育对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意愿有正向影响。

3. 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学生选择劳动教育时受到的来自外部和人

际关系的影响。学习条件理论认为，学习行为受外部条件的影

响，外部条件是指外界输入刺激的结构和形式。由此可知主观

规范可以影响大学生的行为因素。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主观规范对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意愿有正向影响。

4. 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是人们对行为对象和行为条件作出行为反应的

心理倾向，是行为反应的心理准备状态。本研究的行为态度

是指大学生对于劳动教育活动的态度。关于行为态度如何影

响行为意愿的，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研究态度与行为意向之

间的关系也较为常用。张红涛和王二平（2007）研究态度与

行为意愿的关系时发现，态度能显著影响行为意愿。故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态度对其行为意愿有正向影响。

通过深刻的劳动教育有利于促使大学生形成积极的劳动

态度，从而推动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劳动当中，让他们深刻意

识到劳动创造生活、劳动也创造人生的道理，培养他们刻苦

学习、勤于劳动、敢于创造的精神，为他们的美好人生奠定

基础。全社会应该联合起来，为大学生提供劳动机会，从而

让大学生养成劳动习惯，掌握生活技能，培养吃苦耐劳精神。

要通过深刻的劳动教育，让“肯劳动”“爱劳动”“参与劳

动”成为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a）学校劳动教育、（b）社会劳动教育、（c）

家庭劳动教育、（d）主观规范对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态度有

正向影响。

H7：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态度在（a）学校劳动教育、（b）

社会劳动教育、（c）家庭劳动教育、（d）主观规范对其行

为意愿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5. 劳动观点

在郑银凤（2016）研究结果里面指出，劳动观点因素会

影响大学生劳动教育观，包括因素有：性别、年级、政治面

貌、专业、月均消费水平等。在张拥军等（2020）的研究中

指出，在主动自愿的劳动教育实践中，大学生能够积极主动

参与劳动实践，但仍发现劳动教育的自觉性及个体主观能动

性存在不足会减弱劳动实践。

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测在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行为意愿中，

学校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家庭劳动教育、主观规范、

行为态度对行为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与此同时，当劳动观

点表现得越明显时，上述关系将发生变化，并提出以下假设：

H8：大学生的劳动观点在（a）学校劳动教育、（b）

社会劳动教育、（c）家庭劳动教育、（d）主观规范与其劳

动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图 1）。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和判断抽样的方式发放网络问卷。

问卷结构中测量题项是根据参考文献及经典量表并在具有表

面效度的情况下，通过预调查的方式邀请 30 名大学生进行

问卷前测；待问卷前测的信度达标后，再进行正式问卷发放。

正式调研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25 日展开，调查对象

是广东省大学生，人口总数 300 多万人，在置信水平 95%、

误差 5%的情况下，最低有效样本量为 385 份。最终共发放

问卷 400 份，回收 400 份，有效问卷 386 份，有效回收率

96.5%。

样本分布情况显示本次调查中以女性居多，占62.53%；

年级分布较为均匀；学科分布以文科为主，占 64.86%；受

访者不是独生子女的居多，占 65.37%；在月生活费方面，

71.58% 受访者在 1001 ～ 2000 元，比较符合大学生每月一

般生活支出。

图 1 研究框架图

2. 信效度检验

通 过 SPSS25.0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和 统 计 分 析， 以 

Cronbach‘s α、CR以及 AVE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结果如

表 1所示。其中各题项中最小共同性均超出 0.50 的临界值，

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值均在 0.70 以上，说明本研究量表

信度水平较高和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在因子分析中，测

量变量学校劳动教育（LEU）、社会劳动教育（LES）、家

庭劳动教育（LEF）、主观规范（SN）、行为态度（BA）、

劳动观点（LV）、行为意愿（BI）分别的 KMO值在 0.694-

0.883，达到 0.60 水平，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所有

变量测题 factor loading达到 0.70 以上，CR达到 0.80 以上，

AVE＞ 0.50，表示测量量表具有比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1 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题
Factor 

loading
Cronbach's 

α CR AVE

学校劳
动教育
（LEU）

LEU1学校类型 0.797

0.814 0.8787 0.6454

LEU2学校的地理位置 0.723

LEU3学校劳动教育的现
实化

0.876

LEU4学校对劳动教育的
重视程度

0.810

社会劳
动教育
（LES）

LES1社会经济环境 0.804

0.886 0.9144 0.6815

LES2社会各种思潮 ——
LES3社会科学技术 ——
LES4社会实践活动 0.822

LES5社会劳动资源 0.868
LES6社会劳动教育支持
程度

0.812

LES7营造热爱劳动的社
会氛围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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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测题
Factor 

loading
Cronbach's 

α CR AVE

家庭劳
动教育
（LEF）

LEF1家庭所在地 0.804

0.871 0.9076 0.6628

LEF2家庭经济状况 0.817

LEF3父母文化程度 0.818

LEF4家庭子女数量 0.836

LEF5家庭居住环境 0.795

主观
规范
（SN）

SN1家庭认为我应该进
行劳动教育

——

0.824 0.8767 0.6402

SN2社会为我提供劳动
教育的机会

0.811

SN3国家政策向高校大
力提倡劳动教育

0.821

SN4老师同学为我提供
劳动教育的帮助

0.810

SN5学校为我提出劳动
教育的学习与实践要求

0.757

行为
态度
（BA）

BA1劳动教育是重要的 0.856

0.884 0.9161 0.6862

BA2劳动教育促进大学
生的全面发展

0.825

BA3劳动教育端正大学
生的就业态度

0.821

BA4劳动教育有助于树
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0.853

BA5劳动教育促进大学
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

0.785

劳动
观点
（LV）

LV1我认为个人劳动观
会受到性别角色影响

0.852

0.789 0.8777 0.7051
LV2我认为个人劳动观
会受到政治面貌影响

0.827

LV3我认为个人劳动观
会受到消费水平影响

0.840

行为
意愿
（BI）

BI1我会有意愿进行劳动
教育

0.823

0.809 0.8871 0.7238
BI2我会关注劳动教育相
关消息

0.887

BI3我会主动向身边同学
朋友介绍劳动教育

0.841

三、假设验证

回归分析可用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包括影响的

显著性、影响强度与影响方向。

1. 主效应

从 表 2 的 模 型 1 至 模 型 5 可 知， 学 校 劳 动 教 育

（β=0.589，t=14.292，p<0.001）、社会劳动教育（β=0.622，

t=15.565，p<0.001）、家庭劳动教育（β=0.517，t=11.850，

p<0.001）、 主 观规范（β=0.611，t=15.110，p<0.001） 以

及行为态度（β=0.686，t=18.484，p<0.001）对劳动教育行

为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H5 均获得支

持。从模型 6 至模型 9 可知，学校劳动教育（β=0.686，

t=18.473，p<0.001）、社会劳动教育（β=0.740，t=21.586，

p<0.001）、家庭劳动教育（β=0.404，t=8.647，p<0.001）、

主观规范（β=0.657，t=17.080，p<0.001）对行为态度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6（a）-H6（d）均获得支持。

2. 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

从模型 10 可知，在学校劳动教育及劳动行为意愿的

关系中加入行为态度后，学校劳动教育对行为意愿的影响

系数下降仍显著（β=0.224，t=4.498，p<0.001），故判断

行为态度有部分中介效应；从模型 11 可知，在社会劳动教

育及劳动行为意愿的关系中加入行为态度后，社会劳动教

育对行为意愿的影响系数下降仍显著（β=0.252，t=4.689，

p<0.001），故判断行为态度有部分中介效应；从模型12可知，

在家庭劳动教育及劳动行为意愿的关系中加入行为态度后，

家庭劳动教育对行为意愿的影响系数下降仍显著（β=0.287，

t=7.583，p<0.001），故判断行为态度有部分中介效应；从

模型 13 可知，在主观规范及劳动行为意愿的关系中加入

行为态度后，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的影响系数下降仍显著

（β=0.281，t=5.961，p<0.001），故判断行为态度有部分中

介效应。由此得出大学生对于劳动教育的学校劳动教育、社

会劳动教育、家庭劳动教育、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强烈时，

可以预测其对劳动教育的行为意愿也会愈高。因此，H7（a）

至 H7（d）都获得支持。

3. 劳动观点的调节效应

从表 2 的模型 14 可知，学校劳动教育与劳动观点的

相乘项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并未达到显著（β=-0.004，t=-

0.089， p>0.05），即大学生的劳动观点在学校劳动教育对

其劳动行为意愿的影响中不具有调节效果，故 H8(a) 不成立。

从表 2 的模型 15 可知，社会劳动教育与劳动观点的相乘

项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并未达到显著（β=-0.067，t=-1.612，

p>0.05），即大学生的劳动观点在社会劳动教育对其劳动行

为意愿的影响中不具有调节效果，故 H8（b）不成立。由模

型 16 可知，家庭劳动教育与劳动观点的相乘项与行为意愿

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显示家庭劳动教育对行为意愿正向

关系会与劳动观点的差异而不同。此外，调整后的模型也可

推断在没有多元共线性问题情况下，整体模型当大学生对劳

动教育的行为意愿越高时，劳动观点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效果

也会越高，故 H8（c）获得支持。从表 2 的模型 17 可知，

行为规范与劳动观点的相乘项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并未达到显

著（β=0.055，t=1.325，p>0.05），即大学生的劳动观点在行

为规范对其劳动行为意愿的影响中不具有调节效果，故 H8

（d）不成立。由模型 18 可知，行为态度与劳动观点的相乘

项与行为意愿之间表明劳动观点在行为态度对行为意愿的影

响中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显示行为态度对行为意愿反向关系

会因劳动观点的不同而不同。此外，调整后的模型也可推断

在没有多元共线性问题情况下，整体模型当大学生对劳动教

育的行为意愿越高时，劳动观点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效果也会

越低，故 H8（e）获得支持。

表 2 主效应与中介效果回归分析及

LV在 LEU、LES、LEF对 BI影响关系

模型 β F
Adjust 

R2
结果 模型 β F

Adjust 
R2

结果

（1）
LEU�BI

0.589*** 204.250 0.346 H1成立
（10）

LEU�BA�BI
0.224*** 189.496 0.497

H7（a）
成立

（2）
LES�BI

0.622*** 242.264 0.385 H2成立
（11）

LES�BA�BI
0.252*** 191.148 0.497

H7（b）
成立

（3）
LEF�BI

0.517*** 140.419 0.266 H3成立
（12）

LEF�BA�BI
0.287*** 224.704 0.540

H7（c）
成立

（4）
SN�BI

0.611*** 228.302 0.371 H4成立
（13）

SN�BA�BI
0.281*** 203.945 0.516

H7（d）
成立

（5）
BA�BI

0.686*** 341.642 0.469 H5成立
（14）

LEU*LV�BI
-0.004 87.726 0.403

H8（a）
不成立

（6）
LEU�BA

0.686*** 341.251 0.471
H6（a）
成立

（15）
LES*LV�BI

-0.067 103.087 0.443
H8（b）
不成立

（7）
LES�BA

0.740*** 465.969 0.547
H6（b）
成立

（16）
LEF*LV�BI

0.171*** 64.905 0.332
H8（c）
成立

（8）
LEF�BA

0.591*** 206.221 0.349
H6（c）
成立

（17）
SN*LV�BI

0.043 100.706 0.437
H8（d）
不成立

（9）
SN�BA

0.657*** 291.734 0.432
H6（d）
成立

（18）
BA*LV�BI

-0.081* 148.790 0.535
H8（e）
成立

备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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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如今国内研究越来越注重从各个角度进行劳动教育的研

究，但目前较少有就劳动教育行为意愿的实证研究。因此，

本研究基于 TPB理论模型为基础，主要以广东省大学生为

调查对象，从多元主体角度探讨对大学生劳动教育行为意愿

的影响因素，并根据调查分析结果提出具体建议。通过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学校劳动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开设喜忧参半，

并且通过交叉情况分析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有开展劳动教

育的必要。因此学校劳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劳动能力的有效

途径，学校是进行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所以营造良好氛围，

同学之间相互影响，才能很好激发大学生的劳动行为意愿。

（2）社会劳动教育对行为态度影响最大

在回归分析中，各自变量对行为态度都呈显著正向影响，

并且行为态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社会劳动教育对行

为态度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结果表明加强社会劳动教育有利

于形成具体的劳动意识，从而改变大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行为

态度，并以此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现。

（3）家庭劳动教育对劳动教育的行为意愿具有一定影

响性

从分析中得出，家庭劳动教育的聚合效果强且对行为意

愿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表明家庭劳动教育对劳动价值

观具有一定影响，对个人劳动教育行为意愿的产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4）劳动观点对部分变量之间调节作用

从分析中得出，当大学生劳动观点越强时，家庭劳动教

育对行为意愿的影响效果加强，反之行为态度对行为意愿影

响效果减弱，表明劳动观点对劳动教育的行为意愿具有部分

的调节效果。

2. 对策建议 

（1）深化学校劳动教育对大学生行为态度起着关键作用

学校作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从方方面面影响

着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观念，但是现阶段学校劳动教育普及率

不高，劳动教育课程开展程度低。因此需要提高大学生的劳

动教育观念，完善劳动教育课程设计，扩展劳动教育的渠道，

让大学生从日常学习生活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

（2）创造良好的社会劳动教育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行

为态度

社会大环境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

想观念和行为态度，积极向上的社会劳动教育环境能够激励

大学生热爱劳动，并且依靠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因此需要创

造良好的社会劳动教育条件，营造崇尚劳动的社会氛围，发

挥媒体宣传作用，完善政府支持。

（3）要发挥好家庭劳动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家庭在“劳动教育”整体中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可，但

是在劳动教育实际进行过程中，家庭方面往往会陷入被遗忘

而导致缺失的境地。因此需要重视家庭劳动教育，第一点是

父母要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帮助孩子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

第二点是父母需要根据家庭所在地、经济状况、子女数量、

居住环境等外在和内在影响因素合理调整教育方式方法。

（4）培养正确的劳动观点有利于劳动教育的发展

大学生需要担当起自身正向积极的作用，积极配合和推

动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需要强调的是，第一，

大学生接受劳动教育应无关乎性别或政治面貌。第二，无论

消费水平是否有限都应该参与劳动教育课程，形成正确劳动

价值观，并利用寒暑假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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