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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肩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使命与责任，

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自然成为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任务。本文对上海

五所民办高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民办高

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面临诸多困境，急需要探索出对应的优化路

径，以期提高民办高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效能，培养出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壮大新时代“匠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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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由此可见，工匠精神培育与弘扬已成为现

代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此，民办高校应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方针号召，积极探索出民办高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路径，培育

出更多能工巧匠。

一、民办高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现状调查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上海五所民办高校学生，分别为上海东海职业技

术学院、上海邦德学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商外国

语学院、上海杉达学院。采取问卷调查法制定出《关于民办高校

大学生新时代工匠精神培养的调查问卷》共 1900 份，利用问卷

星平台对学生进行调查，有效回收问卷 187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58%。并结合定量分析法，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2. 调查结果分析

（1）民办高校学生对工匠精神认知情况

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程度直接反映出民办高校这一精神培

育效果。在调查问卷中设计 4 个项目来分析，如表 1 所示。总体而

言，大多数学生对工匠精神具有一定了解，仍然存在部分学生对

其认识不足。

表1　民办高校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情况统计表

项目 选项 人数 比例 %

了解程度

非常熟悉 567 30.27

比较熟悉 584 31.18

有一点了解 539 28.78

不了解 127 6.78

完全不知道 56 2.99

工匠精神核心内容

（多选）

精益求精 1692 90.34

爱岗敬业 1531 81.74

卓越创新 1515 80.89

团队协作 1444 77.1

其他 148 7.9

项目 选项 人数 比例 %

技能提高与工匠精神

培育关系

非常紧密 1218 65.03

比较紧密 454 24.24

不知道 130 6.94

不紧密 28 1.49

没关系 43 2.3

职业生涯中工匠精神

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 1230 65.67

比较重要 476 25.41

一般 121 6.46

不重要 46 2.46

（2）工匠精神培育力度

民办学校工匠精神培育力度主要体现在培育活动开展情况，

在调查问卷中从 3 个项目对其进行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2　民办高校工匠精神培育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项目 选项 人数 比例 %

学校是否开展培

育活动

已经开展 1222 65.24

没有开展 169 9.02

不清楚 482 25.73

学校培育活动开

采次数

0 次 308 16.44

1-2 次 824 43.99

3-4 次 387 20.66

5 次以上 354 18.9

工匠精神培育活

动类型（多选）

社团活动 1574 84.04

社会实践 1526 81.47

技能竞赛 1331 71.06

志愿服务 1347 71.92

讲座与报告 1235 65.94

第一课堂 1013 54.08

其他 205 10.95

（3）工匠精神与专业课程融合情况

工匠精神与专业课程融合程度直接反映出民办高校学生日常

课程教学中工匠精神培育效果。再从 2 个项目问卷对其进行调查

分析，见表 3。

表3　工匠精神与专业课程融合情况统计表

项目 选项 人数 比例 %

日常课堂工

匠精神内容

贯穿情况

有，如实训课身亲示范实操要认真细致 1075 57.39

有，课中专门提及工匠精神 493 26.32

很少 218 11.64

完全没有 87 4.64

任课教师传

授工匠精神

经常 1040 55.53

偶尔 712 38.01

从来没有 121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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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匠精神培育方法

工匠精神培育方法越多，越证明民办高校越重视工匠精神的

培养，可以通过多途径增强学生的工匠精神品质，提高培育效果。

在从 4 个维度调查分析，见表 4。

表4　工匠精神培育方法统计表

项目 选项 人数 比例 %

大学培养工匠精

神途径（多选）

课外活动 1575 84.09

与专业课程融合教学 1457 77.79

实训实习 1421 75.87

任课教师教授 1101 58.78

其他 204 10.89

技能大赛培育工

匠精神的作用

十分有用 1157 61.77

作用一般 551 29.42

没意义 99 5.29

无技能大赛 66 3.52

希望教师应用哪

种方式培养

案例分析法 755 40.31

知识讲授法 320 17.08

实训法 362 19.33

情境法 284 15.16

讨论法 61 3.26

其他 91 4.86

是否聘请技能大

师、能工巧匠等

授课或讲座

很多 852 45.49

一些 656 35.02

基本没有 174 9.29

没有 45 2.4

不了解 146 7.79

二、民办高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面临的困境

1. 学生对工匠精神认知水平不高

通过调查发现，虽然有 61.45% 的学生非常熟悉与比较熟悉工

匠精神，并且有超过七成的学生完全了解工匠精神的核心内容。

但仍然有 35.56% 的学生对这一精神了解不足，2.99% 的学生一点

都不了解。并且有 10.73% 的学生对工匠精神与专业技能提升之间

的关系不了解且认为不紧密或认为二者之间没关系。2.46% 的学

生没有认识到其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部分学生对

工匠精神的认知水平较低，对其不够重视 [1]。

2. 工匠精神培育活动开展力度不足

觉得本校未开展相关培育活动的学生占 9.02%，认为这一活

动开展不清楚的学生占 25.73%。而工匠精神培育活动开展次数以

1-2 次为主，占 43.99%。由此可见，当前民办高校开展工匠精神

培育活动次数相对较少，开展力度严重不足。无法通过各种活动

对民办高校学生加强工匠精神培育，导致其培育效果不够理想。

3. 工匠精神培育融入专业课程度低

6.46% 的学生觉得任课教师在课堂上不注重对工匠精神的传

授。部分学生觉得在日常课堂上教师完全没有贯穿工匠精神内容，

占 4.46%；11.64% 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贯穿工匠精神内容，只注

重专业知识教学。由此可见，工匠精神培育与专业课程之间缺乏

融合，无法在专业课程中深入挖掘工匠精神培育内容而开展针对

性培育。

4. 工匠精神培育方式效能不足

11.69% 的 学 生 认 为 学 校 未 邀 请 专 业 人 士 进 行 专 题 讲 座。

40.13% 的学生更愿意接受案例教学法学习工匠精神。8.81% 的学

生表示技能大赛无法培养工匠精神或未开展技能大赛。由此可见，

学生希望在工匠精神培育中能够采取多元化途径与方法，确保理

论知识与实训实习相结合，有效将工匠精神理论转化为优良品质，

并将其践行到今后工作中。然而其培育效能有待加强，不仅在课

堂教学中未采取案例教学法、实训法、情境法等多元化教学方式

进行工匠精神培育，而且在讲座、技能大赛、实训实习、校企合

作等多种途径培育中，未对其进行有效利用，导致工匠精神培育

方式或渠道未充分发挥出育人作用，导致学生掌握的工匠精神与

品质还不够全面 [2]。

三、民办高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路径

1. 营造工匠精神培育氛围增强认知

民办高校应营造良好的工匠精神培育氛围，有效增强学生

对其认知程度。一是与校园文化融合。首先，将工匠精神核心内

容简介、代表人物事迹、工匠精神培育重要性等相关内容融入校

园建筑、景观小品、宣传栏、文化墙等建设中。例如，在校训中

“自尊自强认真求真”中蕴含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宣

传栏张贴工匠精神培育相关知识与海报等，让学生随时随地接收

工匠精神培育相关内容。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让学生更加全面了

解工匠精神。民办高校可以通过校园广播、官方网站、文艺汇演、

演讲比赛、新媒体等渠道加大工匠精神传播力度，深入挖掘工匠

精神，并对其进行宣传与弘扬，选取学生群体中具备工匠精神的

典型范例进行事迹推广，发挥出朋辈教育优势，进一步增强学生

对共建精神的认知水平 [3]。例如，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东

海讲坛、征文观影等校园文化宣传活动对职业精神、匠心等进行

宣传，让学生入学后制定出职业目标，培育匠心。

2. 加大培育活动开展力度

针对当前民办高校存在工匠精神培育力度不足的情况，还需

要加大工匠精神培育活动的开展力度。应适当增加实践活动、社

团活动、课外活动、讲座与报告、志愿服务活动等多元化培育活

动。一是在实践活动中，如专业技能实践活动、乡村振兴实践活

动等活动中融入工匠精神内涵，让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中明确工

匠精神的核心内容，有效帮助学生低于浮躁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让学生能够静下心、潜心深耕职业技能与精神，专注自身专业领

域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二是民办高校应定期举办工匠精神培育专

题讲座，邀请技能大师、劳模、能工巧匠等来学校开展专题讲座，

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工匠精神。例如，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弘扬工匠精神”主题活动，打造校园文化品牌项目，挖掘工

匠精神内涵与思政育人价值。

3. 促进工匠精神贯穿专业课全过程

在理论与实践各环节渗透这一精神。根据民办高校育人目标

与工匠精神培育目标，在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中，推进理论知识与

实训实操相结合。首先要在理论教学环节中，明确工匠精神与职

业规划、技能提升等方面的密切关系与重要性。鼓励学生将职业

生涯规划、技能提升与工匠精神结合起来，努力成为新时代“匠



2592023年第 6卷第 0 6期

人”。其次，在实训实操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亲身示范，以身作

则明确实训实操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重要性，以此引导学生在

实训实践中严格按照精益求精的品质与认真细致负责的态度对待

专业技能学习。同时，在实习与社会实践中不断磨炼学生的“匠

心”，将其转化为学生的优良品质与实践技能。

4. 开展多元化工匠精神培育方法增强培育效能

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升培育效能。在校企合作与产

假融合过程中，民办高校与企业加强合作，构建“劳模工匠资源

库”，将企业的技能大师、业内翘楚、劳模、双师型教师等纳入资

源库中。同时，在校企合作下共同制定工匠精神体验与实践教学

的方案，促使工匠精神更合理的融入教学机制与人才培养机制中，

为学生提供恰当的渗透教育。促使劳动教育与工匠精神的融合。

劳动教育任课教师可以在校内外开展的劳动实践教育活动，在这

一教育活动中帮助大学生塑造工匠精神。在专业技能大赛中融入

工匠精神培育。民办高校应定期举办各种技术技能大赛，利用技

术技能大赛合理融入工匠精神内涵，并将其纳入技术技能大赛考

评中。并且在“融赛于教、训赛结合”的理念下制定专业相关的

实训实操手册，为技能大赛提供参考。例如，上海东海职业技术

学院深耕技能赛事，利用本校开展多年的“技能节”举办技术技

能竞赛活动，将“严谨认真、精细、创新、团队协作”等工匠精

神融入其中。教师带领该校学生积极参加上海市星光大赛、技能

大赛与国家技能大赛等赛事，并取得优异成绩，得到官方认可。

四、结语

总之，在民办高校整合教育教学中贯穿工匠精神理念，加强

工匠精神培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职业素养，促进学生形成可

持续发展能力。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前民办高校对这一精神的培

育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制定出以下措施：营造氛围增强学生认知；

加大培育活动开展力度；贯穿专业课程全过程；开展多元化工匠

精神培育方法。通过这些措施切实提高民办高校学生这一精神培

育效能，为其他民办高校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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