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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愈加强烈，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性人才的主要培养场所具有了新

的历史使命。高职院校如何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人才问题凸显，课题组针对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

现状展开问卷调查，并与教师、辅导员、顶岗实习学生进行电话访谈，结合实地走访进行对比研究。从

学生自身因素、学校教育因素、社会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找到了影响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原因，

为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方法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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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demand for technical tal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a new historical mission as the main training place for 
technical talents. The problem of how to cultivate skilled talents with craftsman spiri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prominent. The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nducted tele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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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counselors, and post-job intern students, and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study combined with field visits. From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own factors, school education fac-
tors and social factors, the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are found,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methods of 
craftsman spirit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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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起了各行业都在

不断探索“工匠精神”的工作状态[1]。高职院校随即纷纷将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毕业生作为学校的

育人目标纳入育人战略规划之中。随着中国制造 2025 越来越近，高职工匠精神培育现状和方法有待进一

步探索。本研究以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牡丹江大学、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摸清高职学校学生对工匠精神和相关培育认识程度。通过电话访谈和实

地观察对比，找到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现状并分析原因，以期更好地提升高职工匠精神的培育效果。 

2. 调查对象和方法 

(一) 对象 
针对四所高职院校进行问卷星调查，被调查者覆盖医药类、教育类、机电类、经贸类、农业类、林

业类、养殖类、财会类等专业三个年级学生和教师。通过网络调查目标人群，进行随机取样调查。为更

好地找出高职工匠精神培育的效果对比在校生与实习生之间的差异，学生感受工匠精神培育与教师感受

工匠精神培育的效果差异，课题组还随机选取大三顶岗实习学生 20 人，在校生 20 人；选取被调查学生

的辅导员、专业授课教师、思政教师 20 人进行电话访谈调查。补充了问卷星调查所不能覆盖的相关问题。

课题组到几所高职院校中进行走访观察，进入学生寝室、教室、实训室、活动表演场地、图书馆等场所

进行实地观察师生行为表现。 
(二)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问卷调查法。把相关文献材料与本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设计问卷星问卷调查，设计问题

有 31 个，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316 份。男女比例 46:54，师生比例为 2.4:97.6。经 SPSS 分析该问卷效度

KMO 为 0.967 和信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1，能够较好地反应调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其次，采用

访谈调查法，通过针对性问题得到相应的答案，对答案进行归纳，通过归纳答案与调查问卷答案进行对

比分析，得出结论。最后，采用行为观察法，观察几所高职院校师生的行为表现，与问卷调查法和访谈

调查法进行对比，得出结论。 

3. 调查结果分析 

(一) 对工匠精神认知和理解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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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图 1)，教师和学生对工匠精神的核心内容理解多集中在“注重细节，精益求

精”比例分别是 51.61%和 48.17%，其次师生认为“注重实践，善于解决问题”也很重要比例分别为 19.35%
和 22.26%。说明教师和学生对工匠精神内涵的理解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并且对工匠精神内涵把握较为准

确。 
 

 
Figure 1. Survey on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raftsman spirit 
图 1. 对工匠精神认知和理解调查 

 
2) 在学生是否需要具备工匠精神调查上，非常需要和需要分别占比为 48.48%和 44.12% (图 2)。说明

学生理解工匠精神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是较为深刻的，同时对自己应具有工匠精神满怀期望。不需要和

完全不需要选择总体比例约 7.4%，如下图 3，教师调查发现 9.68%的老师认为不需要，完全不需要比例

为 0%，学生调查与总体比例相似，说明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中有少部分人认为学生个人发展与工匠精神

关联不大，也是对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学生发展的相关性抱有怀疑的态度。极少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根本不

需要工匠精神，体现了现代高职学生的一种价值观。 
 

 
Figure 2. The survey of whether students need to have craftsman spirit 
图 2. 学生是否需要具备工匠精神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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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mparison of wheth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to have craftsman spirit 
图 3. 教师与学生是否需要具备工匠精神调查对比 

 
3) 在工匠精神能否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如就业竞争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责任意识、自我管理能

力等方面(图形略)，超过 50%以上的教师和学生一致认为工匠精神的建立非常能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约 2%~3%的学生认为不能提升相关能力。说明绝大多数师生对工匠精神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表示肯

定，小部分学生对工匠精神能够提升能力表示否定，这里可能存在某种负面的价值认知。 
(二) 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的过程和效果 
1) 如下图 4，在高职院校对工匠精神培育现状是否具有针对性上，45.59 的人认为非常有针对性，42.25%

的人认为有一定针对性。说明目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设置、课程设置、实践课程安排相对合理，

得到了师生的认可。但仍有 12.1%比例人员认为缺乏针对性，体现高职工匠精神培育尚存在一定不足，

具备较大提升空间。 
 

 
Figure 4. Survey on whether craftsman spirit training is targeted 
图 4. 工匠精神培训是否具有针对性的调查 

 
2) 如图 5，在高职院校培养工匠精神方式是否有效调查上，50.08%的人认为非常有效，37.69%的人

认为有一定效果，还有 12.23%的人认为效果一般和无效，说明高职院校设置的培育途径尚需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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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investigation of whether the cultivation method of craftsman spirit is effective 
图 5. 工匠精神培养方式是否有效的调查 

 

3) 如何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选项中开设实践课程占据第一，随后是组织工匠技能比赛、提供实习

机会、举办工匠精神讲座(图 6)。教师和学生一致认为动手实践是培养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同时还

需要其他教育方式综合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才能取得效果，通过该选题能够发现学生对于工匠精神的培

育还是表现出了选择的多样性的，这也体现了建立工匠精神培育应该具有方案的多样性才能够满足学

生工匠精神的建立。 
 

 
Figure 6. Survey on ways of cultivating craftsman spirit 
图 6. 工匠精神培养方式调查 

 
4) 如下图 7，从高职院校评价学生工匠精神标准上，77.58%认为实践表现，63.07%认为项目成果，

58.43%认为是社会评价，48.02%认为是考试。明显学生对传统的考试成绩提升工匠精神相对排斥，最

喜爱接受实践过程考核和实践项目两种动手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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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urvey on evaluation of student craftsman spirit standards 
图 7. 评价学生工匠精神标准调查 

 
5) 在激励学生发扬工匠精神上奖学金为 81.31%，荣誉称号 68.01%，实习机会 68.69%，就业优先

66.34% (图 8)。如图 9，该比例中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认知明显不同，学生更注重奖学金的激励，也就

是金钱激励。教师更注重荣誉和就业对工匠精神的激励作用。体现出教师和学生对激励手段上的价值

认知差别。教师认为就业对工匠精神建立也非常重要，而学生认为实习和就业对工匠精神建立同等重

要，这也体现了教与学之间对待工匠精神建立的认知差异。 
 

 
Figure 8. Survey on ways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carry forward craftsman spirit 
图 8. 激励学生发扬工匠精神方式的调查 

 

 
Figure 9. Comparison of investigations on the ways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tivate and carry forward craftsman spirit 
图 9. 教师和学生激励发扬工匠精神方式的调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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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提高学生对工匠精神理解和认识上，开设工匠精神课程最受师生欢迎，比例达到 77.13%。说明

工匠精神课程是师生急切盼望的重要课程设置，同时学生对工匠精神提升途径有着不同路径的选择(图
10)。 

 

 
Figure 10. The survey on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raftsman spirit 
图 10. 提高学生对工匠精神理解方式的调查 

 
(三) 电话访谈和走访对比分析 
电话访谈调查发现思政课老师对工匠精神理解较为深刻，对课程设置和培育途径有明晰的认识，并

对实践教育考核标准给出了相对具体的方案。个别辅导员和授课老师对商业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影响工匠

精神形成表示担忧，甚至认为即使学生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也能够接受。顶岗实习学生对工匠精神培养体

验较深，但满意度较差，这与社会工匠精神导向与现实感受有明显矛盾有关。多数实习学生易受到老员

工身上懒惰的所谓工作“巧方法”影响，进而在工作态度上逐渐缺乏工匠精神。部分进入产品生产型企

业的实习生对产品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心理上的矛盾，例如产品成本与产品质量之间矛盾，产

品质量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示不理解，这也导致了学生怀疑工匠精神能否体现个人工作价值，是否

值得去努力践行工匠精神。总体来说，教师在理解和践行工匠精神上优于学生。顶岗实习学生对工匠精

神的理解和建立途径的认识优于在校生。 

4. 高职培育工匠精神中体现的问题和分析 

(一) 学生对工匠精神有认知但价值观存在偏差 
工匠精神的内涵普遍认为是“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爱岗敬业”的一种工作精神[2]，多体现在工厂

工人对产品质量的不断追求上。表现在高职学生身上主要体现在对专业知识的求知欲和问题探索、在实

践中对技艺的严格要求上。调查发现师生对工匠精神内涵认知上一致性较好。但学生认为奖学金暨金钱

激励更有助于工匠精神的建立，在价值取向上有金钱至上的观念。这可能与高职学生入校时分数较低，

自身对自律、意志力、学习方法、学习目标等指标要求不高，价值取向偏差有关。许多学生对专业的兴

趣较淡，甚至接近 5%的学生表示在混毕业证。通过课题组的实际观察和走访，了解到一些高职学生存在

“躺平”和“摆烂”文化现象，这与合格学生、优秀学生尚存在较大差距，工匠精神的标准要超过优秀

学生标准，对于多数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犹如“天方夜谭”。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社会价

值取向的不良引导和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偏差共同作用的结果。 
高职教师对学生树立正确的工匠精神观念有一定影响力，教师认知工匠精神明显优于学生，在授课

和思政引领中起到了作用。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极少数教师还存在对工匠精神形成有消极培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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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三学生访谈调查中发现，薄弱的工匠精神雏形在学生实习后出现明显的认知矛盾。这也说明高职

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价值观的偏差没有被教师影响彻底改变。 
(二) 高职教育提供了培养工匠精神的条件但结构尚需优化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开始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和工匠精神的培养，但缺乏较为统一的效果较好的工匠

精神评价体系(或标准)。因为工匠精神在不同职业中体现的标准不统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学校标准

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导致不同高职院校设计出的工匠精神培育方案和标准差别较大，而且多从学校

认知角度制定标准，很少考虑学生的心理预期。通过调查发现学生期盼的是在实践中逐渐建立工匠精神，

并渴望院校针对实践表现进行工匠精神的考核。虽然学生对高职院校工匠精神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表示认

同，但对考核重点和课程设置是有异议的。学校应该通过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科学配比来激发学生形

成工匠精神的热情，从而避免学生学习心理预期与课时设置之间的矛盾。 
学校教育需要优化课程设置的结构，将工匠精神课程纳入到必修课程之中。目前各高职院校慕课较

多，但工匠精神这种通识性教育课程不多，而慕课是无法满足学生在动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精进

技艺的，更无法满足学生工匠精神建立的高级心理需求。各高职院校应该集中专业教师、思政教师、辅

导员、行业专家打造好工匠精神教育课程。同时，还要扩大实践课课时比例，把理论课讲授与实践课程

融合，把理论课地点设在实践场所，让学生动手实践，感受工匠精神逐渐形成的过程，进而建立较为牢

固的工匠精神。 
(三) 社会因素为学校培育工匠精神设置了困难 
1) 创新太快导致一些职业正在失去争夺青年技术人员的竞争力。 
工匠精神要求学生步入职场在一个职业上做到极致，但创新迭代速度对此产生较大冲击。时代变化

更多的创新是从 0 到 1 的变化而不是从 1 到 100 的变化[3]，工匠精神更多强调的是从现在从事的职业岗

位上不断精进，不能随意变换职业赛道，这与创新产生了矛盾。例如厨师和预制菜，人们对食物制作时

间上的需求和微波炉的普及改变了厨师制造菜品的流程，没有精湛技艺的厨师也能创造美食。这对学习

厨师和食品加工学生的工匠精神建立产生了影响。工匠精神和工匠技艺的形成是渐进的、时间较长的，

并且起初工作的几年是薪资较低的，而高职院校毕业生对“赚钱”这个问题眼光普遍聚焦于近处，这导

致了很多学生对技能精进抱着浅尝辄止的态度，目光不断看着赚钱的行业，这就导致一些起初赚钱较少

的能够练就工匠精神的行业在市场竞争中留不住青年技术人员。失去了青年技术人员的竞争力，势必导

致这些企业的工匠精神技术更新出现缓慢或者停滞。高职院校培养学生要对接市场就业趋势，更要为我

国经济结构合理、职业分布科学做出贡献。这对高职院校培育学生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竞争激烈导致中部和尾部企业缺乏建立工匠精神的动力。 
中国过去 40 年经济跑的太快了，企业把资金流动看作企业的生命线，利用合格产品快速占领市场份

额是多数企业生存的第一步，而产品质量合格与优秀之间是有较大差距的[4]。只有资本雄厚成为该行业

头部企业后，企业才会将产品质量由合格向优秀提升，设法建立产品护城河。而追赶者只有通过低端质

量压缩成本来和头部企业竞争，这种策略要求不符合工匠精神。过去中国市场强调把握机会，而不是工

匠精神[5]。但今天，我们要成为制造强国，要不断向产品上游高精技术发力，需要的是像德国和日本制

造业一样的工匠精神。但目前中小企业转型尚存在困难，用人上对职业院校学生要求标准并没有提升到

选择具备工匠精神的毕业生。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后进入这些企业，接受的价值观定位于生存，企业对产

品的要求、对员工的要求还达不到工匠精神的标准。这种要求导致高职院校培育出的具有工匠精神的优

秀毕业生就业后心理落差较大，通过学生之间信息传递，低年级学生对工匠精神建立逐渐缺乏动力，这

为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提出了新的课题。 
3) 人们对一些产品的低品质需求造成该行业不重视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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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不能只是精神，要将这种精神转化成提高经济效益的技术和产品，而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产

品成本的提高。目前中国市场仍处于对低端产品具有较大需求的阶段，如拼多多、抖音、地摊上的产品，

和许多具有瑕疵打折的产品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至于是否产品中具备工匠精神买家是不介意的。这说

明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首先选择的是便宜的价格，而不是工匠精神在产品里的价值。这就导致了市场对

产品和人才的选择，进而影响到高职院校应该培养多高标准工匠精神的学生。 
4) 企业和职业协会尚未形成高品质、高标准的评价制度。 
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是由竞争的标准和评价制度决定的，德国和日本的工匠精神与他们具有高品质、

高质量的评价制度有关，他们的制度对违规者会给予严厉惩罚。我国目前对职业等级的划分比较模糊，

企业标准不统一，企业职业证书认定缺乏监管考核标准，证书含金量较低。同时我们还缺少职业行会这

样的监督团体来认定职业能力等级和落实培训计划[6]。因此，我国高职院校在评价学生工匠精神是否养

成上存在评价标准不一致的情况。高职院校需要通过与企业合作融入到行业工匠精神标准的制定中，以

高职院校为焦点推动和完善职业等级划分和工匠鉴定标准亟待推进。 

5. 高职院校培育学生工匠精神的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是对接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在工匠精神的逐渐普及中

起到源动力作用。学校培养和学生认知两个因素不能舍弃市场需求而单独存在。高职学校要提升工匠精

神培养的效果一定要在关注高质量就业和高质量毕业上发力，尽可能与具备工匠精神的企业进行合作，

不断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建立高质量的工匠精神考核标准，优化校内实践课程设置，将工匠精神课程

独立为一门必修课。高职院校要与企业联动做好优质评价体系，将高品质价值观传递给社会和消费者，

形成全民工匠精神的价值认同，力争做到人才培养严进严出，不可急功近利，也不可竭泽而渔，一定把

办学目标同制造强国紧密联系才能让工匠精神在高职校园成为学生人人追求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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