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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工匠精神引领下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究
——以烹饪专业课堂教学为例

洪　毓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附属浦东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上海 200135）

摘要：近期教育部提出了课程思政概念，要求教师在每一门

课程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中有意识、有计划地融入思政教育内容，

形成德育渗透，达到润物无声的立德树人教育目的。在课程思政

理念下，笔者探索通过：以学习工匠手艺为基础夯实学生职业技能；

以模仿工匠行为为抓手养成学生职业习惯；以感悟工匠精神为契

机树立学生职业道德和理想，从这三方面来使工匠精神与烹饪专

业课堂教学更紧密得有机衔接，使思政教育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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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下职业教育的现状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13 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北京胜利召

开。会议提出“坚持德技并修、育训结合，把德育融入课堂教学、

技能培养、实习实训等环节，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衔接，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培养学生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刻苦学习、精进技艺、全面发展”。这一指

示是对职业教育目标、要求、过程和方法的高度概括和指引。

以往大多中职学生进职校的学习目标是学技术、学手艺，觉

得思政教育可有可无。学校也更重视学生技能的掌握，把立德树

人放在了次要位置。古人云：“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现代人

才选拔标准的“德才四象限”指出：德才兼备 > 有德无才 > 无德

无才 > 无德有才。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育人才是教育的核心，是教育的本质。但传统的思政课程内容老

套，形式单一，新时代下的学生对教师、家长的一味说教充满了

抵触情绪，因此思政德育课几乎不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如何

才能达到润物无声的立德树人目的，教育部提出了课程思政概念。

就是要求教师在每一门课程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中有意识、有计划

地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形成德育渗透。

二、课程思政与工匠精神

职业教育的课程思政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教育

教学的全过程。作为一名从事了 20 余年烹饪面点专业的教育工作

者，在课程教学中以学生为本，以树立学生正确个人价值观为教

育目标，结合职业教育的专业特色，紧紧围绕“爱岗敬业”，将

知识技能与烹饪专业职业素养教育紧密联系，这一直是我们探索

的重点。

（一）“工匠精神”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切入点

弘扬工匠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中国制造”正

在快速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不再是简单的模仿，

通过中国人民的智慧，不断地吃透各种技术，结合实践经验和新

时代的特点，不断融入“中国元素”。这些“中国元素”无一不

是一批一批的“大国工匠”的功劳。国家、企业和社会对“大国

工匠”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家对其越来越重视。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工匠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弘扬的

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是相一致的。“大国工匠”是每个中职学生

的榜样和目标，故“工匠精神”是中职院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

切入点。

（二）“工匠精神”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表现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工匠精神同样如此，其精髓颇多。与我

们的烹饪专业职业素养最契合的是“敬业、精益、专注、创新”八字。

在个人层面，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在企业

层面，工匠精神是贯穿于产品设计到市场维护的全过程循序改进

的过程。中职院校教学教育工匠精神的培育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表

现，思政教育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内在基础，是德育的重要核心，

其围绕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开展各类教育、课程、

活动、社会实践等。在整个思政教育过程中，能全过程集中体现

其作用和影响力的表现之一就是工匠精神，两者的契合，好比自

行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密不可分。

在贯彻课程思政理念下，如何融入思政教育、贯穿工匠精神，

同时如何使二者结合专业课堂教学，如何全体系地落实，是目前

中职校教学改革的方向，也是努力的目标。我们设计了各种体验

活动、试点课程、社会实践，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毅力，不断

勇于尝试、分析、总结、调整、再尝试，努力德育化人的同时，

也身先士卒地成为工匠精神的诺行者，给学生们以榜样，给社会

以正气。通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我们制定了以提升学生职业技能、

规范职业行为习惯为抓手，以树立职业意识、培养职业道德为目

标的课程思政教学策略。在专业课堂教学中实施以烹饪大师技能

为引领，学习工匠故事，模仿工匠行为，感悟工匠精神，同时也

使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不断持续改进。

（三）“工匠精神”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度量衡

思政教育是一个贯穿于整个教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对于烹饪

专业，整个烹饪课程就是其载体。思政教育很难在量化上有所体现，

然而工匠精神在很多方面是可以体现和量化的。思政教育是在教

学中潜移默化地使学生把能力最大化的动因之一，工匠精神恰好

是这个动因的外在表现，二者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因此，中

职校要推进思政教育，考察推进的效果，工匠精神的转化和量化，

正是一个很好的度量衡。

三、工匠精神引领下烹饪专业课堂教学的具体实施

以学习工匠手艺为基础夯实学生职业技能，以模仿工匠行为

为抓手养成学生职业习惯，以感悟工匠精神为契机树立学生职业

道德和理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专业课堂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

衔接。

（一）以学习工匠手艺为基础夯实学生职业技能

学校通过校企合作途径，聘请沪上知名烹饪大师作为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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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专家，深入一线课堂给学生授课教学。在中烹专业面点技能

课上，大多学生对于反复练习基本功觉得枯燥乏味，抱着得过且

过的态度，很少有学生能认真对待。学校邀请沪上老字号饭店绿

波廊的总经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陆亚明大师来为

同学们指导中点操作技巧。1994 年，在上海市青工技能大赛中，

陆大师创下了 1 分钟制作 145 只点心胚子的纪录，当时比赛规定

1 分钟摘 70 只 7 克面粉的胚子，他平均每秒钟就摘了 2 只多，速

度之快令评委惊叹不已。陆大师在课堂上一边讲述自己的职业历

程，一边向同学们展示他的高超技艺。看着大师飞快的动作、熟

练的操作、学生们纷纷惊叹这是多么扎实的基本功呀。看到头发

花白的大师对专业技能的刻苦努力，学生们也立刻引头赶上，在

之后的学习中再也没有说过苦、叫过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令人折服的工匠手艺比一百次说教有用得多。学生通过不断的练

习，明白了什么是“专注”，一门手艺的掌握只有经过无数次的

刻苦训练，才能达到“手熟”的境界。

（二）以模仿工匠行为为抓手养成学生职业习惯

作为一名烹饪专业的学生每次上灶前的开档和结尾时的收档

都是必修课。这在目前烹饪专业的教材中往往缺失或涉及很少，

但这些内容又是我们职业学校学生踏上工作岗位最容易接触到的

工作范畴。如何训练学生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养成良好职业习惯？

学生在参观绿波廊饭店后厨时总经理陆亚明大师对大家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垃圾分类吗？在我们厨房垃圾分类是门大学问，

这跟大家平时家里的垃圾分类有很大不同。”通过陆大师的讲解，

学生们知道了很多关于酒店后厨垃圾处理的知识。参观后，我们

尝试了在每节烹饪课结尾收档时，根据酒店实际工作情景要求学

生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例如：酒店中点菜率较高的“松鼠鳜鱼”，

由于烹饪技巧的原因，鱼头、鱼尾通常经过油炸后，都会被剩下，

这些鱼骨该怎么处理呢？学生通过参考陆亚明大师对垃圾分类的

相关做法，经过讨论、查阅资料，最后得出：在酒店里鱼骨是可

以进行回收的，它们可加工成肥料，这样处理不仅能为酒店节省

成本，还有环保的作用。模仿工匠行为，学生们树立起了“餐厅

厨房是垃圾分类的第一线”的观念，养成合理进行垃圾分类的好

习惯，也为一部分今后将自主创业的同学们打开了开源节流的新

思路。“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全心全意，仅仅关注

技术技能的提高是不够的，要全面分析你的职业、你的行业。

（三）以感悟工匠精神为契机树立学生职业道德和理想

我校校企合作单位之一上海锦江汤臣洲际酒店，该酒店的烹

饪团队由中餐营运总监翁建和大师带领，他被称为是“国宴背后

的男人”。翁大师为烹饪专业学生开设讲座时经常讲述他参加国

宴的故事。一场国宴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现了厨师们精湛的技艺，

更体现出平凡劳动者身上那种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

国宴有七道菜，通常要在 45 分钟内完成，因而对一名总厨来说，

时间的把控就是成败的关键。不仅要确保菜式的“色香味”俱全，

更要准确预判食客在每一道菜上的享用时间，以便通知后厨，及

时上菜，而这其中等待的时间不能超过 30 秒。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翁建和采用了加热餐具的方法。在热菜出锅前，每一个餐盘都会

被加热到 85 摄氏度。如此，餐具便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温箱，至少

可以为一道菜品争取 2 分钟的时间。对于细节的把控，翁建和近

乎于严苛，在他看来，正是这些量化的标准，确保了国宴的高规

格和高品质。

学生通过聆听工匠故事、观看大师技能展示，发现自身不仅

仅是在操作技能水平上有不足，更是在烹饪专业职业素养上与大

师有差距。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超越是要从自身内心不断对自己

提出高要求，再外化到菜品制作技艺提升的外在表现。学生从而

领悟到何为真正的“工匠精神”，从而提升其思想觉悟、提高其

职业素养、树立正确价值观。

三、反思与建议

第一，准确定位打基础。

通过从以上三个方面将工匠精神融入到课堂教学实践中，实

现了课程思政环环渗透，使烹饪专业课堂教学效果大大提升。学

生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自觉养成良好职业习惯，理解匠人的

价值观，定位自己的职业理想，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为今后

就业能精准地定位适合自己的企业和岗位打下重要基础。

图 1　烹饪面点专业学生第一学期课堂专业素养达成

第二，百花齐放重实践。

目前职业教育领域的多数专业都可融入工匠精神，达到与课

程思政的渗透。在课堂教学中工匠精神融入的方式方法各专业可

以百花齐放，这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第三，传统创新是关键。

课程思政是方向是目标，课堂教学是手段是方法。将工匠精

神融入课堂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困难、瓶颈和缺陷。整个课

程思政的实施，需要各学科系统安排，合理设计，然后根据专业

特点、学生特性、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地进行，并顺应时代需求

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通过对工匠精神的学习，课程思政要传承

给学生的是：既有兼顾中国特色的传统价值观，又有新时代下的

创新理念。

要让课程思政在职业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各学科共

同努力，携手并进。职业教育才能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出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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