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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工程造价专业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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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先阐述了职业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缺乏工匠精神的原因，然后又对职业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育工匠精神的
建议展开讨论，并提出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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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工程造价主要内容指的是构成项目建设期预计或

者实际支出的建设费用。而工匠精神指的是一种职业精神，
他是一种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能力以及职业品质的体
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其包含了敬
业、精益、专注以及创新等方面的内容。职业院校的工程造
价专业一直以来都注重于培养社会应用型人才，并在教学中
重视知识点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又因为本专业的主要内容是
对建筑费用方面的研究，所以在建筑领域中的影响十分重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工程造价专业也越来越受
欢迎，但是也出现了相对应的问题，学生在“工匠精神”上
的缺乏成为目前各高职院校所重视的问题。 

1 职业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缺乏工匠精神的原因分
析 

1.1 传统观念下社会对职业教育普遍轻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教育影响下高职教育机构对

工程造价专业的人才培养还是沿袭传统教育模式，在教学上
的观念相对单一。这就造成大部分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
识程度不够，从而也没有学习工匠精神。职业院校是培养人
才的地方，其教育的质量能够直接影响到学生未来的发展，
因此高职院校应当对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高度重视起来，从
而发挥出教育的真正目的，以致于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社
会应用型工程造价人才。 

1.2 校园文化方面缺乏工匠精神 
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的教学内容只着重于培养学生

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却忽略了学生在精神方面的发展，
很多学生都认为学习这门专业后只能去一些建筑公司去任
职，并每月拿到自己应得的薪资即可，对其他方面的发展并
无过多要求。因此，高校应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并在校园
文化建设中积极渗透工匠精神的完善，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与发展观。虽然一些高职院校也意识到这方面
的问题并开展了相应的文化建设，但是建设的内容却形同虚
设，并没有给教师和学生树立起工匠精神的积极作用，所以
许多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上还是缺乏工匠精神。 

1.3 职业院校对工程造价专业的相关课程设置不成熟 
由于许多高职院校在对学生工匠精神培养方面的忽略，

所以在所设置的课程中也少有渗透工匠精神，这就造成高职
院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多只在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上的
完善，却没有真正的将建设者的精神融入到学习当中，也相
应的决定着学生的素养。如果仅仅是在课程上带有一些工匠
精神是远远不足以影响学生的，还需要通过实践来培养学生
树立工匠精神，从而将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工程造价人才。 

2 职业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育工匠精神的建议 
2.1 为工匠精神的培养建立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 
学校的高层领导的正确决策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

与学生专业技能学习的效率，所以对于工程造价专业而言，
高职院校应当设立有效的工匠精神培养制度，提高各教师培
养重视度的同时也让工程造价专业的学生也树立起对工匠

精神的学习重视度。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先对教师进行培养，
聘请专家到院校进行演讲，使教师意识到工匠精神对学生的
重要性，并提高教师的师德和专业水平。然后在对学生的培
养上，高职院校可以定期开设考核制度，考核的内容是对学
生近期学习工匠精神的效果，然后根据学生的成绩颁发相应
的奖励，从而促进学生积极学习并有效渗透工匠精神，以顺
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2.2 职业院校应将工匠精神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是可以影响着师生的发展与精神

取向，并使高职院校在我国众多院校中有特别之处，从而在
促进学校发展与建设的同时也能影响着学生，将学生培养成
综合素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高职院校应当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渗透工匠精神，从而无时无刻的影响着工程造价专业
的学生。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在校园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
关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活动，并邀请本校工程专业的学生与
其他高校此专业的学生进行互相交流与探讨，然后聘请相关
的学者来本校演讲和交流，以促进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工匠
精神养成。 

2.3 修订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转变人才培养模
式 

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出一批对我国未来发展有力的
社会应用型及高素质人才，并在教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以学
生为主、以教师为辅的教学理念。因此，高职院校在对工程
造价专业的学生进行工匠精神养成的培养中，不仅要在专业
知识与技能上进行教学，还要注重学生的精神层面培养，使
学生可以自主的在意识中形成建筑工匠精神，从而在日后的
工作中促进自身的发展并对我国建设作出有利贡献。 

总结：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提升与建筑领域的蓬
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对工程造价人才的需求量越来
越多，也对人才的综合素养与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进行工程造价专业的教育过程中，除了
要进行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外，还要着重于培养学生的
工匠精神，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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