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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层随机抽样获得样本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大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相关问

题进行可视化描述与定量分析，总结出肇庆市大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有所缺失，并从国家教育部门

和家庭教育两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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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ample data are obtain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his paper perfor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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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descrip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labor ability by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llege stu-
dents in Zhaoqing city are lack of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labor ability. And from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ector and family education of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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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自身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大学生作为时

代的中流砥柱，劳动意识既是其道德自律状况的重要依据，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帮助其形成积极的劳

动意识，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们形成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奉献情怀和服务意识，

还可以使大学生们在劳动实践中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进而形成实现人生价值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

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需要传统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人们渐渐对劳动意识淡忘，劳动能力也

开始缺乏。本文在此社会背景下调查了解大学生对于劳动的理解、影响劳动能力与劳动能力的因素，以

及相关解决方案。 

2. 调查对象及范围 

在调查过程中选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肇庆市大学生，同时在分层抽样调查中会考虑高校学生在收入、

专业和父母文化程度的差异。由于小组成员均为肇庆市在读大学生，在肇庆市拥有较广泛的人际关系，

有利于扩大调查范围，获取足够的有效数据。综上所述，根据本次调查目的，本文确定调查对象为肇庆

市在读大学生。 

2.1. 文献综述 

劳动是一切人类社会成果产生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使用的任何物品都存在劳动的影子。当今社会

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脱离了现实就是凭空捏造的梦境，就是无土之根，迟早会

被现实打败，若水财经中提到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不仅运用在宏观经济的大体局势上，更适用于微观经

济的各个方面。易定红[1]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下的劳动市场》指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供

给下降，相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而言，可能导致劳动供给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的需要，劳动力减少影

响社会经济效益。当今社会新产业、新业态、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加深，劳动需求将会随之提高，对劳

动力质量的要求将不断上升。张喆(2013) [2]指出，伴随国家城镇化发展，现代工业化进步，劳动力逐渐

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于佳静(2021) [3]认为现如今的大学生劳动意识的特点主要包括脑力劳动

主导化、劳动动机个人化、劳动意识分层化，肯定了大学生对劳动价值有充分认知，也拥有较强的创造

性劳动能力，但是也存在劳动理论基础薄弱、劳动积极性待提高、劳动意志力较缺乏等问题。赵根成(2022) 
[4]在《大学生劳动意识现状调查及改进策略》中表明大学生劳动意识培育存在“弱化”问题。对此，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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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2023)等人[5]提出了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及优化路径，李丹(2022)等人[6]也对大学生劳动教育与

专业能力培养的融合发展进行了研究。 

2.2. 调查实施方案 

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年数据肇庆市在读大学生人口约为 10万人，我们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

设定误差界限 e 为 0.05，即预计真实的总体比例落在总体比例的样本估算值的 0.05 范围内；假设在假定

P = 0.5 的情况下，设置信度为 95%，则 t 值为 1.96。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样本量确定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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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式计算可以得出样本量为：383。考虑在调查过程中会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填写问卷速

度过快、非肇庆市大学生等我们都将其视为无效问卷。经统计，本次调查问卷有效率达 95.84%。 

2.3. 调查问卷信度分析 

正式调查之前，我们先在抽样框中选取小样本进行预调查，以发现问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

修改。预调查实施阶段中，我们在校内发放 100 份问卷，根据预调查样本的数据对问卷中的量表进行项

目区分度检验、效度检验和信度检验，判断问卷对事物测量的准确性并对问卷进行调整。 
 
Table 1.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 1.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6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117.184 

自由度 15 

显著性 0.000 
 

由表 1 可知 KM0 结果为 0.906 大于 0.8，说明其量表题原有变量间相关性强，其中的巴特利特检验

近似卡方值为 2117.1，因此该问卷量表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其中 p 值小于 0.05，拒绝原假设，认为相关

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直接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该量表的评价体系较为可靠。 
 
Table 2. The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表 2.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问题 
成分 

1 2 

Q1 0.837  

Q2 0.825  

Q3 0.749  

Q4 0.644 0.591 

Q5  0.861 

Q6  0.758 
 

观察旋转后成分矩阵(见表 2)，值代表每个因子决定的负荷。Q4 没通过效度检验，同时在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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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载荷都高于 0.5，属于无效体项，删除。其余题项仅仅在单个维度上的载荷高于 0.5，属于有效题目，

通过了效度检验，保留。 

3. 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3.1. 大学生自身情况与劳动分析 

从大学生的专业来看(见图 1)，79.45%的理学专业大学生喜欢劳动，69.15%的文学专业大学生喜欢劳

动，46.88%的艺体类专业大学生喜欢劳动，72.13%的其他专业大学生喜欢劳动，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其

他类别专业的大学生来说，艺体类专业的大学生对于劳动的热爱程度较低。从大学生热爱劳动的情况来

看(见图 2)，有 74.8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喜欢劳动的，但是却有 70.28%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是缺乏劳

动意识的。由此可以反映出大学生们对自我的劳动意识认知不清晰的现象。 
 

 
Figure 1. Students’ majors and love of work 
图 1. 学生专业热爱劳动情况 

 

 
Figure 2. Love of work and lack of awareness of work 
图 2. 热爱劳动与缺乏劳动意识情况 

 

从宿舍劳动分配的情况来看(见图 3)，在喜欢劳动的大学生中，宿舍劳动合理分配的占 83.25%，基

本不做宿舍劳动，时间长了才清理的占 11.17%，自己不做宿舍劳动，等舍友做的占 3.55%；在不喜欢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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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大学生中，宿舍劳动合理分配的 70.59%，基本不做宿舍劳动，时间长了才清理的占 19.85%，自己不

做宿舍劳动，等舍友做的占 7.35%；由此可知喜欢劳动的人会动手做宿舍劳动的占比比不喜欢劳动的人

的大，不喜欢劳动的人基本不动手做宿舍劳动的占比比喜欢劳动的人的大；反映了喜欢劳动的人大部分

是愿意做宿舍劳动的，而不喜欢劳动的人大多数都不想动手做宿舍劳动，等着舍友收拾。 
 

 
Figure 3. Allocation of work to dormitory work and love of work 
图 3. 热爱劳动与宿舍劳动分配情况 

 
通过对大学生认为劳动意识缺乏的原因的调查(见图 4)，发现有 74.86%的人认为大学生缺乏吃苦耐

劳的精神，有 65.85%的人认为大学生缺乏正确的劳动观念引导，有 53.28%的人认为大学生缺乏劳动习惯，

有 51.09%的人认为大学生劳动价值意识模糊。由此反映出现代大学生缺乏吃苦耐劳和奉献的精神和劳动

意识薄弱，说明对于大学生劳动意识与观念的教育仍存在不足，需要改进。 
 

 
Figure 4. Reasons for lack of labor awareness 
图 4. 缺乏劳动意识的原因 

3.2. 大学生家庭环境与劳动分析 

通过调查父母对孩子的劳动教育态度(见图 5)，可以知道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父母他们对孩子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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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都是希望孩子能经常劳动、热爱劳动，由此预测父母的学历对他们的劳动教育态度影响效果不显

著。通过调查父母劳动教育态度对大学生劳动频率影响(见图 6)。 
父母劳动教育态度是要孩子经常劳动的情况下，总是劳动的大学生占 16.6%，经常劳动的占 45.23%，偶

尔劳动的占 36.51%，从不劳动的占 1.66%，由此可知，此情况下劳动频率高的大学生比劳动频率低的多；相

反，父母劳动教育态度是孩子不需要劳动，只需努力学习的情况下，总是劳动的大学生占 2.08%，经常劳动

的占 20.83%，偶尔劳动的占 70.83%，从不劳动的占 6.25%，由此可知，此情况下劳动频率高的大学生比劳动

频率低的少；反映出父母劳动教育态度可以影响孩子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所以父母劳动教育态度很重要。 
 

 
Figure 5.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labor education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图 5. 父母劳动教育态度与父母学历水平情况 

 

 
Figure 6. Effect of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labor education on labor frequency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6. 父母劳动教育态度对大学生劳动

频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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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学校环境与劳动分析 

从学校开展实践活动频率来看(见图 7)，学校开展实践活动频率对学生参加实践活动次数是有影响的。在

重视开展实践活动的学校中，有 52.8%的大学生是经常自愿参加并积极完成任务的，有 24.8%的大学生是经常

自愿参加但主要为了学分的，有 17.2%的大学生是偶然自发性参加的，不经常参加、从未参加过和没机会参加

的大学生占比很小；在不太重视开展实践活动的学校中，有 26.4%的大学生是经常自愿参加并积极完成任务的，

有 36.4%的大学生是经常自愿参加但主要为了学分的，有 30%的大学生是偶尔自发性参加的，不经常参加、从

未参加过和没机会参加的大学生占比较小；在不重视开展实践活动的学校中，有 13.33%的大学生是经常自愿

参加并积极完成任务的，有 26.67%的大学生是经常自愿参加但主要为了学分的，有 36.67%的大学生是偶然自

发性参加的，不经常参加、从未参加过和没机会参加的大学生占比较大，其中没有机会参加的大学生占比高达

13.33%；由此反映出学校对劳动教育越重视，开展的实践活动越多，学生对劳动的认知越清晰，参与活动的

学生也越多。说明学校劳动教育对学生的劳动意识有显著的影响，所以学校劳动教育是很重要的。 
 

 
Figure 7. Frequency of school activities o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图 7. 学校活动开展频率对学生参加活动次数影响 

3.4. 社会环境与劳动分析 

通过调查大学生毕业后对选择的劳动方式看(见图 8)，性别的差异对劳动方式的选择有影响。在男性角

度下，14.16%的男生认为只要待遇好，劳动方式无所谓；20.17%的男生认为收入高，可以接受不太喜欢的

劳动方式。在女性的角度下，17.17%的女生认为只要待遇好，劳动方式无所谓；26.94%的女生认为收入高，

可以接受不太喜欢的劳动方式。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女性选择工资高和待遇好的工作的人比男性要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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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当下社会，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相比于男性，女性对于劳动方式的选择更注重工作的福利和待遇。 
 

 
Figure 8. Effect of gender on labor patterns 
图 8. 性别对劳动方式的影响 

3.5. 大学生应具备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义的分析 

从图 9 看出，有 86.24%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应具备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有 68.49%的大学生认为大

学生应具备自主思考的能力，有 67.55%的大学生认为应具备服务于他人的能力。反映了在劳动能力中，

大学生认为拥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拥有自主思考能力和服务于他人的能力。 
 

 
Figure 9. Workforce competencies expected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9. 大学生应具备的劳动能力 

 
通过调查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参加过的实践活动类型(见图 10)，可知有 73.02%的大学生参加过宿舍卫

生清洁，有 68.3%的大学生参加过校外志愿义务劳动，有 60.75%的大学生参加过校内公共区义务劳动，

只有 35.09%的大学生参加过校内外兼职。通过调查大学生认为的参加劳动的意义(见图 11)，可知有

76.42%的大学生认为劳动的意义是提升个人能力，有 58.49%的大学生认为劳动的意义是积累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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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8.11%的大学生认为劳动的意义是获得学分，有 47.92%的大学生认为劳动的意义是为社会作贡献，有

45.09%的大学生认为劳动的意义是扩大社交范围，有 43.02%的大学生认为劳动的意义是赚取生活费，有

38.68%的大学生认为劳动的意义是为了评奖评优。结合前面的分析可看出大学生参加的劳动主要是宿舍

劳动和志愿活动，反映出大学生参加劳动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锻炼自身的能力和体验生活，赚取生活费和

为社会做贡献之类的为次要，体现出大学生的奉献精神不足。 
 

 
Figure 10. Type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participated in during university 
图 10. 大学期间参加实践活动的类型 

 

 
Figure 11. Main factor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图 11. 参加劳动意义的主要因素 

4. 模型分析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通过二元选择模型的建立，定量分析大学生是否热爱劳动人数增多、年级、性别、专业、父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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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态度、劳动频率、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等样本属性，分析上述变量对大学生热爱劳动程度的影响，

从而探索不同群体存在哪些共同特征。 
二元选择模型是由两种备选方案中必择其一的个体抉择行为所建立的模型，其热爱劳动的大学生是

否增多只涉及两种回答，是个虚拟变量，我们建立二元选择模型。第 i 个个体的这种二元选择表示为随

机变量 Y，取值为 1 时，表示热爱劳动人数增多；取值为 0 时，表示热爱劳动人数没有增多。在这里我

们采用的是服从 Logistic 累积分布函数的二元对数选择模型，在允许重复观测的条件下，可以记热爱劳

动人数增多的概率 ( )1i iP p Y= = ，则热爱劳动人数没有增多的概率为1 iP− ，于是有： 

0 1 1ln
1

i
k k i

i

P
x x

P
β β β µ

 
= + + + + − 

  

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其中虚拟变量的设置如表 3 所示。 
 
Table 3. Logistic virtual variable 
表 3. Logistic 虚拟变量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大学生是否热爱劳动 Y  
1
0

Y 
= 


是

否
 

性别 
男 1 

女 0 

年级 

大一 1 

大二 2 

大三 3 

大四 4 

专业 

理学 1 

文学 2 

艺体类 3 

其他 4 

父母对你劳动教育态度 
要经常劳动，养成好习惯 1 

不用劳动，努力学习就好 0 

您每月劳动的频率 

总是 1 

经常 2 

偶尔 3 

从不 4 

社会环境 

非常认同 1 

比较认同 2 

中立 3 

不太认同 4 

不认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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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环境 

非常认同 1 

比较认同 2 

中立 3 

不太认同 4 

不认同 5 

学校环境 

非常认同 1 

比较认同 2 

中立 3 

不太认同 4 

不认同 5 

受教育水平 

非常认同 1 

比较认同 2 

中立 3 

不太认同 4 

不认同 5 

身体状况 

非常认同 1 

比较认同 2 

中立 3 

不太认同 4 

不认同 5 
 

将回归后显著的变量纳入模型，拟合模型并估计参数，得到各显著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统计量和对应 P 值。 
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先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4。 

 
Table 4. Hosmer-Lemeshaw test 
表 4.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步骤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11 5.991 8 0.648 
 

由霍斯默–莱梅肖检验显著性值为0.648 > 0.05，模型适配度较好，可将回归后显著的变量纳入模型，

拟合模型并估计参数，得到各显著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统计量和对应 P 值。其中模型结果显示其卡方检

验是显著的，见表 5。 
 
Table 5. Omnibus test of model coefficients 
表 5. 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检验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步骤 116.891 31 0.000 

块 116.891 31 0.000 

模型 116.891 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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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模型摘要(见表 6)可以得知二元 Logistic 模型的 R 方值为 0.304，可以说明模型是真实有效的，模

型拟合解释大学生是否热爱劳动是可接受的。 
 
Table 6. Model summary 
表 6. 模型摘要 

−2 对数似然 考克斯–斯奈尔 R 方 内戈尔科 R 方 

456.628a 0.206 0.304 

 
Table 7.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表 7. 方程中的变量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性别 0.320 0.254 1.583 1 0.208 1.377 

年级   6.525 3 0.089  

专业   4.825 3 0.185  

父母对你劳动教育态度 1.357 0.405 11.241 1 0.001 3.885 

每月劳动的频率   20.457 3 0.000  

社会环境   4.474 4 0.346  

家庭环境   10.732 4 0.030  

学校环境   6.716 4 0.152  

受教育水平   0.426 4 0.980  

身体状况   7.982 4 0.092  

常量 -2.040 1.037 3.868 1 0.049 0.130 
 

由表 7 可知，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受教育水平、身体状况等因素影响大学生们对劳动

热爱程度的变化。其中大学生们每月劳动的频率对劳动热爱程度影响最大，其次是父母对大学生们劳动

教育态度。 

5. 调查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调查研究结论 

 热爱劳动的人在宿舍劳动分配中更愿意劳动。由调查结果可以知道，对于宿舍劳动分配数据显示，

喜欢劳动的人在宿舍劳动分配中，都是愿意干活劳动的。并不会计较谁干得多谁干得少，大多数的

人都会自觉主动安排，分工合作。而不喜欢劳动的人在宿舍劳动分配中，大多数都不想动手，希望

舍友干活。但如果宿友要求分工合作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宿友没有提出，基本是不想清理打扫

宿舍卫生的。 
 身体情况影响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由调查结果可以知道，大多数人认为大学生的身体情况影响其劳

动意识和劳动能力。当一个人身体情况不好时，对于劳动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变得不想劳动，活着

就好的心态。很大一部分也是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整个社会对于身体情况不好的人都拥有一种

歧视的眼光，让本热爱劳动的人都变得不愿意劳动。消除社会对身体状况差的人的有色眼镜，才能

让更多身体状况差的人提升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 
 家庭环境对学生是否热爱劳动有显著性的影响。有许多家长对于孩子劳动的态度出于溺爱。还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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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长会说：“你不努力读书就只能扫地，回家种地。”“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当工人”贬低劳动的

话。这些话在无形中都会影响孩子对劳动的看法。也有一些家长，只想着让孩子好好学习，考上好

大学，不舍得让孩子去劳动，使得孩子没有劳动锻炼的机会，让孩子缺乏了劳动的能力。培育出了

高智低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大学生。 
 学校开展实践活动的频率影响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阶段，普遍存在着

不利于劳动教育发展的因素。大多数学校由于害怕承担孩子的安全责任和家长不理解等因素，基本

很少会设置劳动实践课程及活动。都只能等到大学才对劳动方面设置教育课程及活动。从数据可以

看出，重视劳动教育的学校会经常开展实践活动，学生能参加到实践活动的机会越多，对自身劳动

意识和劳动能力的提升就会越快。相反，不重视劳动教育的学校不会开展劳动教育的相关课程及实

践活动，没有人引导大学生学习劳动教育和参加实践活动，导致大学生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劳动意

识和劳动能力。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大学生实践劳动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提升个人的能力。 

5.2. 调查研究建议 

 消除社会对劳动的偏见。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需要传统的劳动力越来

越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劳动力竞争随之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请用

人才的方式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许多身体有疾病却想劳动的人因此无法获得劳动的机会。国

家可以帮助身体有疾病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建设不同方面的公司，帮助他们完成就业。比如：盲人

按摩、聋哑人送快递等公司。这样能消除社会对劳动的偏见，也能对身体状况差的人给予就业的信

心。让大学生对于劳动的偏见也因此消失。 
 提升父母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孩子从小成长的环境会影响他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平时，相关的

社会组织或政府可以给予家长一些劳动教育的课程，或开展劳动教育活动，让家长意识到不仅仅要

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劳动教育也要同等重视。 
 修改学校对劳动教育的管理制度。由于中小学教育阶段，大多数学校由于害怕承担孩子的安全责任

等因素不开展劳动教育活动。因此我们要改变其管理制度。在进行劳动教育活动时，我们可以邀请

家长一同参加，开展劳动教育讲座、劳动教育科普展览、派发宣传单、劳动教育知识问答等多种宣

传形式，增强家长和中小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在大学时，学校可以设置多种多样的劳动教育

课程和劳动实践活动。主动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组织相应的劳动

主题活动，让大学生能真正地接触到劳动者，感受劳动者的魅力。提供劳动的平台，让大学生有机

会感受劳动的乐趣和成就感。 

6. 小结 

通过本次调研可见劳动教育任重道远，国家教育部要针对大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缺失的问题建

立相关政策导向；家庭教育中，增加父母对孩子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的教育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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