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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既需要国家政策导向，也需要教育强化。“工匠精神”培育是高职教育适应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的现实需求，是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客观需求。高职学生
“工匠精神”培育的具体路径包括：转变价值观念，加强工匠精神培育的顶层设计；依托课堂教学，打造工匠精神培育的

重要阵地；强化校企合作，构建工匠精神培育的实践平台；厚植工匠文化，营造工匠精神培育的浓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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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后，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到“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由此可见，“工匠精神”既

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也是时代的呼唤。“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既需要国家政策导向，也需要教

育强化。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应邀就“教育改革发展”这一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
指出，“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非常重要，和普通教育一样，是我们国家实现现

代化最重要的智力保障。我们既需要培养爱因斯坦，也需要培养爱迪生，需要培养鲁班。”高职教育作

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为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使

命，应积极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成为“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基地。

１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价值探讨
经济转型升级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再仅仅满足于掌握纯粹的职业技

能，更需具备“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已成为当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必备的特征，是企业选人用人

的重要标准。高职学生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后备力量，是企业未来的技术骨干，他们的素养影响

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水平。因此，高职教育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

１．１　工匠精神培育是高职教育适应“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的现实需求
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工匠精神”是我国辉煌科技发明的重要支撑。鲁班发明、庖丁解牛、曾候

乙编钟等历史故事折射出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对技艺的孜孜追求。但在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立竿

见影、急于求成、不甘心“坐冷板凳”的短视行为使社会上大量出现各种“差不多”现象，“中国制造”成

为“粗制滥造”“山寨版”的代名词，“工匠精神”逐渐没落。综观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历史

经验，他们的企业之所以基业常青，源于其对“工匠精神”的极致追求。有学者在谈到近两百年德国的

现代化道路时认为：“从外部看，是一条技术兴国、制造强国的道路；从内部看，支撑这一道路的是‘工匠

精神’———对技术工艺宗教般的狂热追求远远超越了对利润的角逐。”［１］６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

匠精神”是制造业强国的催化剂。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我国在２０１５年提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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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作出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全面部署，这一战略的推进必然引起制造业人才队伍结构的调整，这就

需要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工匠精神”的涵养。

１．２　工匠精神培育是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工匠精神”的本质不是在于把工作或技艺当作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对工作精益求精、对产品精

雕细琢、对技艺追求极致的价值观。《２０１６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中“大学生就业时最应具
备的基本素质”的调查结果显示，沟通能力和专业技能依然最受求职者关注，其次是适应能力、学习能

力，而道德修养、组织能力、独立能力、协作能力、进取心、刻苦精神与工作热情等，这些被用人单位与社

会所看重的基本素质，却被求职大学生相对忽略。由于“工匠精神”的缺乏，高职学生就业后频繁跳槽、

“闪辞”的现象时有发生。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２０１５届毕业生
毕业半年内离职率分别为２４％、４３％”，有９８％是主动离职，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
（高职高专：４６％）和“薪资福利偏低”（高职高专：４８％）［２］。“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其提倡的专
注、坚守正是高职学生必须学会的品质，只有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刻苦钻研，才能成为行业的翘楚。因

此，在高职教育中融入“工匠精神”不仅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成功求职，而且符合学生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

１．３　工匠精神培育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客观需求
“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高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重要的范畴，培育技能是它的工具理

性，培养“人”是它的价值理性。长期以来，高职院校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仍停留在表面，内涵建设

上走入了重技能传授轻人文教育、重外在规范轻内在素质、重知识灌输轻道德教化的实用主义误区，偏

离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有三件事情是大学必须要做的：职业训练、整

全的人（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ｍａｎ）的教化和科学研究。”［３］４０《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也明确提出，高职教育应“着力培养既掌握熟练技术，又坚守职业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高职教

育必须主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秉持质量立校、人才兴校、特色强校的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培养一批执着专一、踏实肯干、一丝不苟的人才，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２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路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高职院校应在充分认识学生工匠精神培育

重要性的基础上，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充分挖掘、整合各种校内外教育资源，在强化学生职业技能培

养的同时通过多样化的途径和方法提高学生工匠精神培养的实效性。

２．１　转变价值观念，加强工匠精神培育的顶层设计
“工匠精神”培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良性互动。高职院校应站在时代发

展的前沿充分认识“工匠精神”培育对学生、学校、企业、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改变以往偏重学生职业

技能培养的观念，树立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的理念，以“工匠精神”培育为切入点，探索与之适

应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教学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将“工匠精

神”培育纳入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的全过程，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观。通过精细化、制度化、规范

化管理，将弘扬“工匠精神”落到实处，形成“顶层设计、宣传引导、课堂教育、文化涵养、实践养成”的全

方位培育机制，加强学生爱岗敬业、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等职业精神的培养，使“工匠精神”入脑入心

入行。

２．２　依托课堂教学，打造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阵地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需要课堂教学的渗透，使其常态化、具体化。一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

就业创业指导课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就业创业指导课教师应充分结合学

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在讲述创新创业教育、思想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内容时将工匠精神融入其中，让学生明白践行“工匠精神”的价值与意义，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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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推进“工匠精神”的培育工作。二是在专业课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教育。专业课教师要加强

对专业课教材的分析，将专业课的教学目标与本专业学生需具备的职业素养有效融合，在制定单元知识

与技能学习目标时也要制定具体可行的职业素养目标，有意识地向学生说明本专业所对接岗位的职业

道德、职业规范、工作职责等，通过理性培育与引导，使“工匠精神”培育贯穿专业课教学的始终。

２．３　强化校企合作，构建工匠精神培育的实践平台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离不开真实的实践环境，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因而校企合作是高职学

生“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支撑。“职业院校必须利用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平台，加强‘工匠精神’

的养成教育、体验教育和实践教育，从而使‘工匠精神’与技术活动、技能培育有机结合起来。”［４］因此，

高职院校要深化校企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平台实现教学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的无缝对接，校企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课程标准，开发教学项目，承担教学任务。高职院校可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

方式，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去企业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感受企业发展理念、了解企业规

范、领悟企业文化，在良好企业文化的熏陶下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促进职业行为的养成，在实践中培养

“工匠精神”；另一方面，邀请企业的能工巧匠和技术能手走进校内实训基地进行面对面指导、开办讲

座，让学生了解企业对人才职业素养的要求，加深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增强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同

感，逐渐使“工匠精神”内化为学生的精神内核，成为学生自觉的精神追求。

２．４　厚植工匠文化，营造工匠精神培育的浓郁氛围
高职院校厚植工匠文化，必须“要精心营造校园文化环境，陶养学生的匠心”［５］。在物质文化层面，

精心打造教室或实训场地的文化长廊，张贴行业内“工匠精神”践行者的画像及名言、悬挂反映“工匠精

神”的横幅或标语，利用校园橱窗、校报、校园微博、校园微信号等载体宣传“工匠”精神。在精神文化层

面，高职院校要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引导学生深刻

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制度文化层面，将“工匠精神”融入学校发展

规划、教学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制度中，用制度引领规范学生的行为，让学生把“工匠精神”的要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行为文化层面，以校园活动为平台，邀请讲授职业道德课的教师举办职业道德知

识讲座，邀请行业精英、优秀校友分享成功经验，举办有关“工匠精神”的征文活动、演讲赛、辩论赛，鼓

励学生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观看《留住手艺》《大国工匠》《我在故宫修文

物》纪录片等。此外，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工匠精神”培育中的作用，参观考察工厂、高新技术产业区、

科技馆、民间作坊，开展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调研走访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知领悟“工匠精神”的

社会价值。

３　结语
“培养工匠精神是高职院校立校之本”［６］，“工匠精神”培育是高职教育发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需

要高职院校的长期坚守。高职院校必须正视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结合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需求、

自身发展的需求及学生发展的需求，加强内涵建设，培养更多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德艺双馨的能工巧

匠，勇于担负起培养“大国工匠”的使命，助推“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造”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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