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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工匠精神”培育现状调研分析及对策研究 

吴  楠 

（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天津  300180） 

摘要：工匠精神是劳动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职业院校必须承担起培育学生“工匠精神”的职责。在当前中职学
校“工匠精神”培育中存在着“工匠型”教师短缺、人才培养方案不完善、校企合作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应在培养“工匠型”教师、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深化校企合作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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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集中体现，

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要培育我国产业大军“工匠精神”，职业院校要
义不容辞来承担起培育学生“工匠精神”的责任和任务。 

一、中职学校“工匠精神”培育现状的调研分析 
（一）调研内容 
本次调研的主要内容为通过各个调研对象对于工匠精神的

认知和理解，以及企业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通过综合分析得中
职学校“工匠精神”培育现状。 

（二）调研对象 
调研企业：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物业公司 
调研学校：天津市第一商业学校  河北职教中心所属学校 
（三）调研方法 
1.访谈法 
在调研过程中，分别对用人企业、中职学校进行了访谈。 
2.参观交流 
在调研过程中，到访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参观

交流，这家企业与中职学校合作已久。 
3.问卷调查 
对调研对象发放了关于工匠精神的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

卷 4200 份，回收到有效问卷 4180 份。从在校生、教师、学校
管理人员、企业人员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和培育现状进行了调研。 

（四）调研结果 
从对学生的调研数据上看，中职学生对工匠精神的了解比

例达到了 74%，但是仍然有 26%的学生对工匠精神并不十分了
解；在培养工匠精神的途径时，非常希望专业课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讲授关于“工匠精神”的内容的同学只占到了 24.32%，他
们更多希望通过日常工作实践、自我磨练/修养、宣传培训来铸
就工匠精神；在培养“工匠精神”过程中，学生认为最难培育
的前三个方面依次是追求精益求精、坚持不懈、钻研专业知识。 

从对教师调研数据上看，了解工匠精神的中职教师仅有
62.23%，近 38%的老师并不了解工匠精神；49.31%的老师认为
现在整个社会工匠精神的现状比较一般，认为良好的老师仅占
35.54%；但有 84.85%的老师认为工匠精神非常重要，对技术技
艺有重要意义；44%左右的老师一致认为在德育课和学校活动
中都需要融入工匠精神；培育工匠精神最好的三种途径依次是
在专业教学中渗透、落实到校企合作中、融入到校园文化中。 

从对学校管理人员的调研上看，他们认为工匠精神对学生
意义最大的四个方面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36.84%）、培养良
好的道德情操（14.29%）、掌握扎实的技术技能（30.08%）、拥
有正确的人生方向（18.05%）；在学校的日常活动中最能突出工
匠精神的部分是课堂教学，占比 36.84%；学校在以下四个方面
都应该体现工匠精神：校园活动、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宣传、
学校办学理念。 

从对企业的调研看，在招聘的时候最看重的能力排在前三
位的分别是想品德（84%），学习能力（75%）和奉献精神（71%），
调研公司的招聘员工中有 60%来源于职业院校毕业生，认为工
匠精神对于学生个人发展意义非常重要的调查者达到了 100%；
但当前职业学校来就业的学生中工匠精神的现状认为良好的调
查者只占到了 30%，有 53.33%的被调查这认为现状一般；他们

认为当前学生最缺乏的依次为吃苦耐劳精神 46.67%、经验不足
33.33%、职业道德素养 20%。 

二、中职学校“工匠精神”培育中存在的问题归因分析 
（一）“工匠型”教师短缺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准确掌握工匠精神内涵实质的教师比例

较低，那么在实际教学中发扬工匠精神的自觉性也不会很高。
原因在于从学生到教师，他们本身就缺少实践的锻炼，对“工
匠精神”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自然也就很难培育出具备“工
匠精神”的学生。 

（二）人才培养方案不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决定了培养人才的方向，目前中职院校的人

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还处于探索阶段，既没有体现出中职院校的
教育特点，也没有考虑全学生的个体差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也没有体现出打造“工匠精神”的特征。这样的人才培养方案，
就会导致学生对工匠精神缺少切身的感受，自然也会使“工匠
精神”的培育效果打折扣。 

（三）校企合作不到位 
“工匠精神”培育学生的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在

自身的专业领域拥有“精益求精”的能力和精神，在未来的工
作岗位上能有更好的表现与更杰出的贡献，因此，要格外注重
对受教育群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让他们能够在实践
过程中锻炼“精益求精”的精神，学校和企业对接的做法还有
待加强。 

三、中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效途径 
（一）培养“工匠型”教师 
一是转变教师观念，“盘活”现有存量，转变现有教师观念，

提高自身实践水平；二是改进教师考核方法，要不断重视教师
理论水平与实践水平的考核，考核方向向“工匠型”教师倾斜；
三是引进外来力量，聘请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能手为客座教
师，到学校里进行“传帮带”。 

（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一是改进现在中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从群体性的培养，

向体现个体化的差异转变，不同专业不同技能的人，要有不同
的培养方式；二是将“工匠精神”做实做细，通过人才培养方
案的细化，让这种追求有实现的途径；三是给予人力物力支持，
在人才方案培养上，要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人力物力支
持，提供设备和技术操作平台，不断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追求
精益求精的能力。 

（三）深化校企合作 
一是拓宽中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途径，学校要根据自己的

专业，积极寻求相关企业，在社会上，企业也应根据自己的业
务，加大与中职院校的合作，拓宽合作渠道，深化合作项目；
二是加大中职院校教师与企业职工的交流，各取所长，互补己
短，共同成长；三是增强中职院校学生去企业实习力度，每学
期都要安排一定的实习时长，让学校在企业实践中去感悟、去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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