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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高职院校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融合培养的对策 
雒艳敏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山东烟台 265500） 

摘要：高职院校探究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培养对策，有利于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趋向内涵式发展。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传
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培养，需要清楚传统文化、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三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在教师综合素质、培养内
容与培养方法等方面，实施融合培养对策，才能实现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有效融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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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信息与文化交流日

益密切，他国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造成一定冲击，需要各级院
校承担起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而高职院校以职业教育为主，
社会要求其培养具备工匠精神的人才。因此，高职院校需要积
极探索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培养对策，满足高职院校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发展需求。 

一、高职院校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融合培养的可行性 
（一）传统文化蕴含工匠精神内容 
工匠精神指工匠造物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极致的一种精神，

工匠精神在我国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系。工匠精神中包括精益求精、勇于挑战、敬业守信、
执着专注、推陈出新与超越自我等人文精神，这些人文精神本
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可
见，传统文化内容包含工匠精神内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
为工匠精神提供充足滋养，基于此，我国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
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培养，能够借助传统文化涵养，丰
富工匠精神内容，使学生接触到更全面且更富有深意的工匠精
神内容，加强学生工匠精神素质的同时，培养学生成为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因此，高职院校融合传统文化与工匠精
神培养学生，具有一定可行性。 

（二）工匠精神密切联系职业教育 
工匠精神原指工匠造物精益求精，在现代社会，工匠精神

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与职业意志等内容，工匠精神是职业
意志、职业情感与职业认知的有机统一，需要借助一定的职业
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工匠精神在本质上属于职业精神。
工匠精神在职业认知层面的体现是爱岗敬业的匠心，职业教育
需要培养学生匠心，才能为学生有效掌握工匠精神打下基础。
在职业情感与职业意志层面，工匠精神的体现是精益求精的专
注与持之以恒的执念，这些都是职业教育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
重点培养的内容，而高职院校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核心阵地，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能够有效增强院校教学效果。可见，工
匠精神与职业教育的密切联系，为高职院校实施传统文化与工
匠精神的融合培养提供一定可行性。 

二、高职院校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融合培养的对策 
（一）提升教师素质 
我国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培

养，需要提升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无论是传统文化培养还
是工匠精神培养，都需要教师了解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相关
知识，清楚二者关系，能够以先进的教学理念，找到传统文化
与工匠精神的连接点，使用先进教学方法融合传统文化教育内
容与工匠精神教育内容，为学生创造有利于其学习传统文化知
识、传承工匠精神的教学环境。因此，高职院校传统文化与工
匠精神的融合培养，需要首先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为教师提供
相关培训，针对性革新教师教学理念、丰富教师文化知识、加
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等，使教师能
够以现代化的教学理念、新型教学方法、丰富职业实践经验，
即，较强的综合能力素质，为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有效融合
提供支撑力量，增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成效。 

（二）整合教学内容 
高职院校融合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培养学生，提升院校职

业教育质量，需要整合教学内容。整合教学内容主要指在找到
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连接点的基础上，整合传统文化内容与工
匠精神内容，放大内容的教育功效，才能体现二者有效融合，
实现融合培养。工匠精神本身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因此，
高职院校可以将工匠精神培养作为侧重点，以此取得一定培养
成效。但是工匠精神在现代社会过于强调职业精神，实施工匠
精神培养容易忽视工匠精神中的传统文化内容，基于此问题，
高职院校需要将“追求真善美”作为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连
接点，以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中这方面内容的有效整合，丰富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内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例如，高职院校
可以利用传统文化中追求真善美方面的内容，培养学生形成正
确认知与行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同时，利用工匠精
神中追求真善美方面的内容，强化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与职业
精神等，从而以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体现传统文化
与工匠精神在内容层面的有效融合，助力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
融合培养。 

（三）优化培养方法 
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培养，需

要优化培养方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适宜工匠精神培养的教育
方法，通过教育方法的科学使用，提升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
融合培养成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教育方法，能
够为高职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提供启发，如，知行合一与因材施
教等教育方法，应用在高职学生的工匠精神培育中，可以做到
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有效融合，加强工匠精神培育效果。高
职院校受自身职业教育属性影响，实施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
融合培养，可以使用知行合一教育方法。孔子认为君子需要“讷
于言而敏于行”，强调知行合一，这种教化方法是我国传统文化
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使用这种方法培育学生工匠精神，需要结
合理论与实践，如，开展实践类主题教学活动，使学生内化传
统文化知识，形成工匠精神，以传统文化视角对工匠精神的精
髓进行感悟。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培养，需

要院校与教育工作者正确认识工匠精神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并且工匠精神密切联系高职职业教育，在清楚三者关系的
基础上，采取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整合二者培养内容、优化培
养方法等对策，促使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与工匠精神
的高效融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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