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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学生“劳动实践课”实施细则

为了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达到以劳树德、以劳启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的目的，落实好《西

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劳动实践课”实施指导意见》，结合学院实际，

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劳动实践课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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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鲜明指出劳动教

育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加强新时代

劳动教育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劳动实践课的内容

劳动实践课按照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分为集体劳动、自我劳动和

公益劳动。

1、集体劳动是校园公共区域的绿化、美化、净化和北山绿化为

主要内容的劳动，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定期组织开展的一种劳动，由

后勤保障部负责提供工具，进行技术指导。

2、自我劳动是以学生公寓楼道保洁、宿舍内务整理、宿舍集体

生活维持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以学生个体或宿舍为单位开展的一种劳

动。 由学生公寓管理中心负责提供工具，进行技术指导。

3、公益劳动。以学生服务、学术活动、学院建设和社会服务等

校内外公共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以工作任务需要和学生特长组建

团队开展的一种劳动。

三、劳动实践课学分分配及组织主体

劳动实践课针对 1-3年级开设，每周 1学时，每学年 36学时，

共计 108学时，学分为 2学分。具体分配如下图：

劳动类型 年学时 总学时 组织主体 备 注

集体劳动 12 36 辅导员、学生干部

公益劳动 12 36 辅导员、学生干部、教师

自我劳动 12 36 室友、本人 课堂教学 2学时

合 计 3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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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实践课考核方式

劳动实践课考核为过程性考核，每学年修读劳动实践课的时间达

到 36学时，计 0.7学分，三年均达到相应学时计 2学分。

自我劳动每年必须达到 12学时（含课堂教学 2学时），考核方式

为宿舍舍友互评和楼层互助引导员评价，综合确定考核结果。

集体劳动和公益劳动通过劳动记录卡（正副本）写实性记录每位

同学的劳动过程，达到相应的学时要求（24学时），即可获得相应学

分。劳动记录卡由本人填写，由劳动组织者签字确认，正卡由本人携

带，每次劳动结束后及时记载劳动时数和内容，副卡由学院团学保管，

定期抄录正卡记录，备查。

本细则自 2019级本科生开始实施，未尽事宜，由学院教学工作委

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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