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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的建议与对策
阮旭艳　马　蓉　李淑华　邓　瑾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工匠精神”从古至今一直潜移默化地激励着每一位

劳动者，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项项伟大发明和创造充分体现了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大到一项工程，小至一个工具发

明，无不体现工匠们的专注与智慧，他们倾注毕生精力追求技艺

极致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培养和践行工匠精神，将工匠

精神的涵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潜移默化地培养“工匠”。高

职院校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承担着培养“工匠”

的重要使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总结经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高校在培养工匠精神过程中的现状及困难，提

出高职院校在工匠精神人才培养上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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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与方法

“工匠精神”从古至今一直潜移默化地激励着每一位劳动者，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项项伟大发明和创造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

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大到一项工程，小至一个工具发明，无不体现

工匠们的专注与智慧，他们倾注毕生精力追求技艺极致的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和传承。高职院校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承

担着培养“工匠”的重要使命，工匠精神的培养是其灵魂所在，使

每一位毕业生都能自觉承担起从“ 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转

变的重任，如何培养专注执着兢兢业业能静下心来踏实工作潜心钻

研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

一、培养“工匠精神”的意义和价值 

建国 70 年，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已成为世界所公认的制造业大国，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很大差距，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的关键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制造强国，科技创新、

产品精益求精是关键，而产品精益求精依靠的是工匠们对产品质

量的执着追求。中国要从制造大国稳步迈向制造强国，技术技能

型人才是关键，如何培养一支高素质、能创新、敢闯敢拼、坚持

初心和使命的年轻队伍是保障。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离不开

一线工作者的贡献和努力，生产和制造优质产品要求工匠们心无

旁骛、专注耐心，不仅需要工匠们戒骄戒躁，克服懈怠和浮躁，

而且需要工匠们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甚至一年又一年对产

品进行打磨和研究，追求产品质量质量和工艺极致。下图为某生

产制造企业“五一”假期加班工作实景。

图 1　某生产制造企业工作场景

高职院校的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这些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未来生产制造行业的主力军，是将“中

国制造”贴金并走向世界的核心力量。以“大国工匠”为目标培

养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培养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重点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让学生树立起对

职业的敬畏和爱戴。新时代“00 后”年轻人脑子灵活、应变能力强，

但大部分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就业过程中工作稍不顺心就甩

锅走人、眼高手低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培养学生的敬业

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首先培养学生在工

作岗位上学会服从和配合；其次让学生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最后培养学生树立起对职业敬畏、对工作执着、对产品质量精益

求精的态度，不畏困难，对产品一遍遍打磨和调整，直到产品质

量达到极致的“大国工匠”精神。

二、国内外“工匠精神”的现状分析

（一）发达国家“工匠精神”现状分析

德国的“大众”“奔驰”“宝马”“奥迪”，美国的“凯迪

拉克”“林肯”“特拉斯”等这些品牌名车享誉世界，品牌背后

凝集的是每一位工匠的心血与汗水，德国的工匠精神就是严谨、

规范、一丝不苟，规定螺丝需要拧五圈，他们绝不会拧四圈半。

德国在技师的培养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这是我们应该借鉴

和学习的一个方面，德国无论是工程师还是普通技师，每人都有

一手绝活，德国技师培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 德国的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遍布全国，作为培养技师的主力；2. 应用技术大学也是

工匠培养的主力之一；3. 德国行业协会的培训和企业内部的实地

训练也是技师培养的基地；4. 祖上技艺传承也是技师培养的一个

来源。然而，人才培养出来能否更好的服务社会，为社会创造价

值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一个方面，即德国社会对技工的尊重，

技师不但享有和高科技人才相当的工资收入，技师不会因为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而被社会所歧视，因此，德国一线技术工人人才辈出，

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创造了被世界认同的“德国制造”。

（二）中国“工匠精神”现状分析

建国 70 多年来，中华名族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

飞跃，中国已成为世界所公认的制造业大国，但要迈向“制造强

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8 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电视台特别节

目《大国工匠》讲述了 8 个工匠“8 双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

直到这时人们才惊呼 “原来还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正是他们

兢兢业业的无私奉献才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从他们手上制造

出一件件精品。这些平凡的劳动者之所以走进镜头，并非他们有

高的学历、高收入，而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追求产品质

量和工艺的极致，凭着专注和坚持，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为世界

所公认的“中国制造”。

在喧嚣浮躁的社会角落，这些平凡的劳动者正执着地坚守内

心的宁静与追求，凭着一颗耐得住寂寞的本心，继承前人留下的

传统技艺，传承工匠精神。但是当下，这样不求回报乐于奉献的

一线技术工人变得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不是他们守不住本心，而

是现实不得不让他们分心。因为他们普遍收入不高，开不起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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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了好房，甚至孩子上学都进不了好学校，他们的社会地位没

有公务员、医生、教师高，大部分生活在社会中下层。通过对某

高职院校 126 名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毕业后

愿意到工厂一线工作的同学占 43.5%，专升本同学占 21.5%，正在

考教师资格证准备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的占 8%，毕业后回家靠父

母提供工作机会的占 4%，毕业后想从事其他职业的占 23%。

表 1　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

某高校毕业生（专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人数：126 人  百分比：

100%）

从事职业 人数（人） 占比（%）

工厂一线 55 人 43.5%

专升本 27 人 21.5%

教师 10 人 8%

靠父母 5 人 4%

其他职业 29 人 23%

从上表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对从事一线技术工

作是有抵触的，或者说是不愿意从事一线技术工作，而想从事其

他工作和专升本的同学比例接近一半。大部分同学认为一线技工

收入低社会地位低没有发展前途；也有一部分同学是家长觉得从

事一线技工没有前途，反而从事其他行业还能有晋升机会；专升

本的同学则认为很多单位招聘条件要求苛刻，高学历能从事好工

作而低学历只能从事一线体力工作，高学历工作环境好而且工资

福利待遇也好，故而选择提升学历。

三、我国“工匠精神”缺失的原因 

在我国工匠缺失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要数量不要质量”“要

速度不要效度”等。一方面，因为历史和战争原因导致中国经济

衰败、技术落后、科技不发达，比如“洋柴”“洋表”“洋装”

等这些有代表意义的名词，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生产不出来要从国

外进口故而得名。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要在制

造工艺和技术上要赶上德国等老工业国还需继续努力。一个追赶

者想要赶超领跑者，忽略细节因素往前冲是必要的，通过快速扩

充占领市场赢得机会，在这个快速追赶的过程中，没有办法留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产品，打磨精品。

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要想在市场中活下来就得“用

脚投票”，为了生存不少企业不得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

的短期利益，这样无形中就忽略了产品品质。对于发展中企业来

说时间和效率非常重要，要先让企业活下来才能有资格去做更精

心的事情，所以工厂老板等不及工人师傅对产品一遍一遍的研究

和打磨，社会需求也等不得精雕细做，这就意味着，工匠们所需

要的执着短时间内内有生能发芽的土壤，无形中打击了工人师傅

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

最后，许多单位不科学、不合理的用人机制、管理激励政策

等，由于自我强化和惯性作用长期延续，无形中的将工匠精神一

点点地销蚀、待解，而那些不忘初心、锲而不舍、追求极致的工匠、

大师们，则越来越被边缘化。下表为调查某企业各岗位员工月工

资情况。

表 2　某企业员工月工资调查表

编号 姓名 出勤天数 出勤工资 其他工资 应税工资 扣款合计 实发工资

0011XX 王光辉 26 2200 4100   XX     XX   5120

0011XX 赵江 22 2000 2720 XX XX   4100

0011XX 钱三一 22 2200 2915   XX     XX   4325

0022XX 李惠 27 2000 3150   XX XX   4655

0022XX 王燕妮 22 1800 2640   XX XX   3980

0022XX 牛云红 24 1900 3100   XX XX   4310

备注：（1）编号 0011 为一线技工岗位，编号 0022 为一线技工岗位；（2）工资表中姓名为化名，工资金额小数四舍五入。

从表 2 可看出，一线技术工人岗位和管理辅助岗位人员工资

差别不大，从公司工资收入激励机制上没有做到多劳多得。通过

调查走访的企业来看，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收入激励机

制上做得不到位，“大锅饭”一直延续没有彻底改变，不能有效

地激励一线技工人员。

四、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的建议与对策

（一）“因人制宜”注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细致认真的学

习习惯

在高职教学过程中，只要适合学生、适合课程、适合教师的

模式就是最好的教学模式，利用现有资源，物尽其用来教授学生，

使学生能在实践中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遇到新问题新

事物不发懵不慌张，能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然而在现实教育过程中，要把学生全部培养成“大国工匠”是不

可能的，但是学校可以培养“工匠精神”涵养，通过潜移默化的

学习让学生将工匠精神的涵养慢慢地内化于心，潜移默化地培养

未来“工匠”。

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一个同学都是最好的自己，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细致认真的学习习惯和

坚持不懈的态度，使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能服从工作安排，

认知细致的对待每一件事，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同时能

够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去琢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即做

到“踏实、敬业、肯干、实干”。下图为某高职学校教师讲授一

新知识点的教授方法和培养模式，可为参考。利用身边现有资源

物尽其用来教授学生，实操过程中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精益求精



78 Vol. 5 No. 04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的工匠精神涵养。

   

图 2　学生课堂实操

（二）把住职业院校办学宗旨，切勿跟风乱了阵脚

重学术研究、轻技能操作，虽然 2019 年国家出台职教 20 条

保障职业院校办学的各个方面，其中一条明确要求职业院校招聘

教师须有企业工作经验，但在实践中这似乎也只是一句空话，因

为学历限制或者年龄限制，在企业工作十几年有丰富实践经验并

且有职称的应聘者被拒之门外，工作一年或半年甚至应届毕业生

照样变着法的进学校，究其原因还是一些职业院校顾虑自己的教

师结构队伍学历低受歧视，跟风趋势招聘高学历而有无实践经验

并不那么重要，这样无形中就转变了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毫无

疑问，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学生“文不文、武不武”，

要让其搞理论研究搞得不精，要让其到一线实操也做不下去。

表 1　某高职院校招聘计划表

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些年来重文凭现象普遍存在，一

些用人单位把门槛设得很高，即便在企业有工作经验有能力，但

是因为学历低就连基本的报名资格都没有，这样就无形中掐断了

一部分既有技艺又有能力的企业师资注入。学历高固然是好事，

但是博士注重的是理论研究而不是实践操作，职业学校的培养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如果跟风设这么高的门槛，那么

就会无形中将职业院校的培养目标改变了。

（三）政府参与提高“工匠”待遇，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

制

目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后不愿意当工人、不想当工匠是

事实。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技工没有晋升空间，即工匠缺乏生存

和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要改变这种现状是可以实现的，首先，政

府可以提供一些必要精准服务和人文关怀，提高技工收入增加福

利待遇，切实提高技工的福利待遇。其次，用工单位对技工给予

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与政策措施，用人不再以“学历”挂钩，在

职称晋升、先进评选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再次，政府宣传要不

断加大宣传力度，在一线工匠中选树先进典型，提倡求真务实、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社会风气，在“社会行为”上让尊重工匠

行为真正落到实处。最后，完善养老、医疗福利保障，落实社保

政策，继续缩小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收入差距，使

工匠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工作，打通工匠晋升发展通道，使工匠的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到极致。

（四）国家持续提倡“工匠精神”，助力提高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质量

有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就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自从 2016 年李

克强总理提出“工匠精神”以来，老百姓对工匠精神重新审视和

认识，每个人在思想上或者心底是向往或者崇尚工匠精神的，这

样就无形中地将“工匠精神”在劳动者心中植根土壤，静待花开。

希望这样的社会氛围继续保持，这样的社会氛围提供了精神土壤

和社会环境，给高职院校培养工匠精神人才提供依据，也给教师

向学生传授“工匠精神”时有据可循，讲述现实例子才能让同学

更信服，更能激发他们对成为未来“工匠”的向往与期待。

五、结语

“工匠精神”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让工匠精神在莘

莘学子心中扎根生长。首先，高职院校应该“因人制宜”制定人

才培养目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工匠精神培养贯穿整个

职业教育的全过程。其次，政府应出台政策改变传统用人用工制

度，改变一贯以来的“学历至上”用人原则，让“能者上、庸者下、

劣者淘”形成一个良好的用人用工制度。最后，政府应切实提高

工匠收入，提倡全社会尊重工匠，尊重劳动者，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气，在新形势下使中国尽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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