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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生产型人才，是新时代工匠精神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学校作为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的培育基地，必须着重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本文分析目前职业院校工匠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

在学生层面表现为，学生过分追求功利，对待专业水平、业务能力等学习浅尝辄止等；在学校层面显示

出缺乏对于工匠精神培养的必要环境条件的短板。因此，本文针对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高职院校

通过结合社会需求，护航工匠精神，在校内外打造工匠精神环境，既补充了工匠精神培育短板，又为广

大高职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价值，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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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productive talents for our count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s a training base 
for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schools must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raftsmanship.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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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level, students pursue excessive utilitarianism, and they have only a small amount of learn-
ing about professional level and business ability; at the school level, it shows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necessar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combine social needs, escort the craftsman spirit, and create a craftsman spirit environmen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which not only complements the shortcomings of craftsman spirit 
cultivation,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major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o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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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从古至今就有崇尚工匠精神的传统，工匠精神既内化为卓越良心的优良品格，又外化为严谨不

苟的工作作风。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作为高职院校需要在育人阶段做好国家教育

系统的冲锋队。随着教育的发展，工匠精神的培育课题已经摆在高职院校面前，本研究结合高职院校学

生工匠精神培育问题给予相应对策。 

2. 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缘起和意义 

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要从工匠精神的定义以及现实定位谈起，我国的工匠精神传承已久，

在现阶段推陈出新有了新的现实定位。据此将工匠精神融入到高职院校学生培育的课程建设之中，有助

于加强高职院校“大思政”的课堂建设，为祖国建设培养红专兼备的时代新人，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打下人才基础。 

2.1. 传承之源：工匠精神的内涵 

从历史发展定义分析，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

述之，守之世，谓之工。”[1]春秋时期的墨子主张“士虽有子，而行为未焉”，对于工匠的要求是德艺

兼求，但强调以德为先[2]。这是我国古代对于工匠精神的相关概括。古代西方相传“工匠”的祖师是宙

斯之子赫菲斯托斯，他以细微观察见著，专注于建筑神殿、铸造各种武器和金属用品[3]。 
从词源角度分析，工匠(artisan)这一名词始于拉丁文，所代表的是能够将某种东西“聚拢、捏合和进

行塑形”的人。随着劳动的创新改变，从事某种特定职业逐渐固化为相应社会阶层，统称为工匠。 
工匠精神不论古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道德价值层面；其二是手工技能出神入化。通过精神

和力行两个方面丰富了匠人文化的内涵。 

2.2. 敬业乐群：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对学生发展的重大意义 

黄炎培曾就当时教育弊端指出，学生心高气傲，或“以职业为苦”，或“以职业为贱”，少有吃苦

耐劳或敬岗爱业的精神。现当代的高职教育中也不乏“求事者纷纷而合格者绝少”的情况。工匠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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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不仅仅为了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能力素养，也在内化高职院校学生的精神层面，让更多的高职院校

的学生能够明确未来的人生方向、找到人生的动力。高职院校通过工匠精神的培育，“使无业者有业，

有业者乐业”，让更多的高职毕业生结合自己适用性知识和技能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实现自我的人生

价值和社会价值。高职教育帮助当代高职学生高标准完成社会注意现代化转型对教育培养和人的全面发

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2.3. 时代要求：工匠精神的现实定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赋予了教育以时代的担当与使命，即改变建国之前因多年

战乱停滞的发展与改革。建国以来，我国在教育发展上吸取了种种经验和教训，着重发展了以工匠精神

为内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的发展改革上，针对工匠精神进行多次发

言，其可以用十六字来概括总结，即“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4]。这十六字也是

新时代职业院校育人的思想指南。在 2017 年，国务院提出了职业院校的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为社会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5]。换言之，在高职院校育人过程

中，工匠精神的培育兹事体大。 

总之，高职院校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平台，“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

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6]。而工匠精神正是高职院校

培育技能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依托。面对党的二十大发展要求，高职院校必须将工匠精神融入学生培

养的全过程，弘扬新时代工匠精神，培育技能型青年，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接续生生不息

的生力军。 

3. 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过程中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高职院校正在将工匠精神与学生培养向结合，但工匠精神培育尚未完全展开，具体表现

的问题如下： 

3.1. 内驱动力不足，价值导向偏差 

美国一位学者查理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著作《匠人》中提到匠人是不同与手工劳动者的，

匠人应具有更高尚的道德素质和身体劳动能力[7]。针对查理德·桑内特对于匠人的理解，反观我国高职

院校的学生的素质条件，在遴选工匠人才储备上已经陷入困局。首先高考分流把高职定位在是成绩偏低

学生不得已进入的读书场所，学生普遍并不具备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艰辛、追求精益求精的品质，同时

在初等教育又缺乏一定的实操和动手能力。学生对职业教育的不重视也受到家庭环境因素影响，许多家

长存有本科生就业较好、高职生就业不好；本科生工作体面、高职生就是一线工人的思想，在家庭教育

中对职业教育有着价值偏见。随着大数据推送的发展，学生频繁接触短视频，接受更多的碎片文化的影

响，这种片面的价值导向放大了许多谣言和偏见，引发部分高职学生出现“躺平”和“摆烂”的现象[8]。
很多职业在起初工作时薪资偏低，而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对“赚钱”是较为急功近利的，导致学生对专

业学习、专业就业等抱着浅尝辄止的态度[9]。 

3.2. 技术不断更新，校企联动不足 

随着人工智能、5G 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靠拢，产业发展瞬息万变。

这要求学生步入职场后依然要不断学习，对专业知识不断精进。在创新工作中，需要学生跨界多领域学

习，这对工匠精神提出了新挑战。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迭代、产业的升级、学生的适应四方面要“协同

进化”。高职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的平台，一方面学校所讲授的专业知识相对产业迭代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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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学校的导向是教育培养，企业发展主要以营利为导向，企业对学校的教育工作的参与以获益、

盈利为主要目标，这就使得校企的协同发展存在裂痕。除此之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

较为先进，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缺乏创新环境，这不仅造成职业教育方式上的南北方差异，也使得东北地

区的高职院校缺乏与先进企业的协同发展，缺乏对工匠精神的培养的必要环境条件。中小企业从资金、

技术、人才、场地等因素上存在劣势，往往处于生存的边缘，高职院校不愿与中小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来

打造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而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往往是中小企业。 

3.3. 追求市场竞争，缺乏评价制度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盈利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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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仍处于发展追赶发达国家阶段，金钱至上的思想从改

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工匠精神与金钱至上的标准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因此建

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对高职工匠精神的培养尤为重要。 

4. 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对策 

4.1. 结合社会需求，更新培养目标 

1) 抓住工匠精神问题导向，打造职业教师极致匠心 
教师之于学生，相当于制造机器的机器之于制造业。中国的工业掐脖子问题，主要体现在制造机器

的机器和技术技艺上，而中国职业工匠教育不是被外国人掐脖子，而是被中国市场掐脖子。我们企业和

职业教师在看待市场问题时尚存在以金钱为导向的价值观和工匠观，这就导致了生产机器的机器出了问

题。那么要跟住时代的步伐，高职教师也应该与时俱进、终身学习，教师不断以工匠精神的标准要求自

己，给予学生正确的市场价值导向，形成传帮带的教师工匠精神。高职教师要广泛挖掘学生的兴趣，教

师通过兴趣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为工匠精神构建基础，在兴趣中培养学

生创新意识。 
2) 结合教育实际，创新培养人才 
工匠精神包含思想与力行两方面的内容，随着市场发展，各种知识、技能更新速度都大幅度加快，

学校应该做到将工匠精神中精益求精、追求品质的思想内核与未来市场需求相结合，着力托举学生创新

能力的养成。首先从心理层面激发学生生物需求欲望，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职场心

理、专业技能开展讲座和培训。积极开展创新创业项目，所有项目由专业教师带队，引导学生参与、保

障学生参与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运用好所学专业知识发展，提高创新能力。通过

校园多媒体手段，将优秀的创新创业大赛进行展示，激发更多学生想参与的欲望。学校还应该大力建设

交叉学科，极力打造专业群建设，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把工匠精神作为人才质量培养的考核标准，通过

建立数字化平台对工匠精神思想层面进行心理画像，形成对学生工匠精神较为准确的把握。 
3) 企业走进校园，育人不拘一格 
以市场需求为主、企业要求为辅，从根本上构建适合当代职业教育要求的工匠精神教育思想，保证

培育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社会与企业用人需求。学校要对市场、行业、区域经济有较为准确的评估，要

指派的产业教授、中青年教师、辅导员老师深入这些地方了解需求。学校积极主动与企业进行对接，明

确企业用人标准和人才培养路径，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校方与企业利益相协调。这种模式

能使学校的人才培养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紧密结合，打造车间就是教室、师傅就是老师、实训就是生产，

彻底解决职业教育脱离生产实际的问题。还要甄别企业的文化和愿景，要和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浓厚的企业进行合作，并非只和大企业合作。一些大型国有大企业体制臃肿，创新乏善可陈，这样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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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能待遇好，但对学生工匠精神的精进没有任何帮助。 

4.2. 根植高职校园文化，打造校内外工匠精神环境 

1) 校内护航工匠精神，内化工匠之魂 
学校营造工匠文化氛围尤为重要，如何把工匠精神的精神层面转化为学生切肤之感，需要学校形成

浓厚的文化氛围，开展各种活动反复浸润学生心灵。在校内通过校企合作让企业生产在校园落地，企业

的愿景文化与校园文化相结合，通过环境布置、设施配备、工艺展示、技能展播、产品分享等让高职学

校处处可见工匠元素、处处体验匠心文化。学校还要把劳动教育同第一和第二课堂结合起来，通过劳动

实践在动手上体验工匠技艺，在感受上强化工匠之魂。学校团委、各团组织结合重大节日开展工匠精神

系列文化活动，让工匠精神逐渐形成学生熟悉的声音。着重构建以工匠精神的核心学科课程标准，穿插

就业指导、创新创业、人文素养，增强职业教育中的思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职业情感教育的教学比

例。将课程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工匠精神教育结合起来，挖掘中国故

事增强文化自信，促使学校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2) 校外与产业形成共识，引领家庭教育思想的重构 
2019 年，教育部与国家各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方案》，已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为核心，落实职业院校的学历与高等教育的学位相等价，促进职

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合[10]。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启 1 + X 证书模式，技能等级证书 X 就是要与企

业共同打造技能鉴定标准。这大力促进了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共识，并且激发了两者共同建立行业标准的

意愿。虽然目前一些行业标准尚不明晰，但校企技能标准的互通合作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形成各行业工

匠精神的标准。 
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性本来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进行自我塑造的一种过

程，真正的人性无非是人具有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11]。幼儿时期对于人的价值观的塑造极其重要，从幼

儿阶段开始树立工匠精神，是有助于全民树立工匠精神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可以将职业教育引进幼儿

园，将工匠精神种在学前阶段儿童心里。目前小学教育也开展部分改革，课后服务项目多样化已经显现。

高职院校可以将工匠精神元素的课程重新打磨成利于低学龄儿童容易接受课外活动，也可以打磨成家庭

教育策略参考。将这些工匠精神教育作为高职学生动手实践、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让学生团队走进学前

教育和小学课后服务，走进家庭教育形成工匠技艺体验。例如机器人、3D 打印、基于 5G 操控、家庭宠

物医生、家庭绿植栽培培训等等，通过对幼小学生和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工匠精神引领，形成区域性工匠

精神文化，逐渐摆脱中国家庭教育对高职教育的偏见，同时也解决了高职教育未来生源问题。 

5. 小结 

综上所述，高职工匠精神教育面临着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教育环境、学生自身条件等因素的

制约，通过对高职工匠精神培育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以上的人才培养对策以期为广大高职教育工作者提

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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