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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的含义及学生就业教育模式探究

冯 军
（南通工贸技师学院 江苏南通 226010）

【摘 要】 近几年，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大力提倡自主就业。职业学校作为教书育人、培养优秀人才的
重要场所，应大力推进学生就业教育。本文将根据我国学生就业教育相对薄弱的现状并结合李克强总理
提出的“工匠精神”，对工匠精神视角下的学生就业教育进行分析，旨在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国
家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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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就业的现状

2.1 缺乏对就业者的内在教育
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对就业教育的认知只停留在“按

时完成工作任务”和“参加各种相关活动”这个层次上，

他们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学生是否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是

否能为学校带来荣誉、就业数量是否能够完成学校的就

业率指标。这种思想观点使大部分学生认为，所谓的就

业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自谋生计的一种教育方式。对于学

校开展的相关活动，大部分学生是为了获取就业教育的

学分，缺乏内在教育。

2.2 就业教育过于注重形式
学校中大部分教育者缺乏对就业教育的深层次研究

和探讨，对就业教育没有本质的理解。纵观十几年就业

教育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与就业教育相关的研究、

理论与实践的成果颇丰，但是大部分都是内容模糊、同

化程度高，而条理清晰、发人深省，对教育具有高品质

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却屈指可数。在就业教育的教学中，

许多教师缺少作为教学名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远

大的志向和抱负，更不愿意占用自己的时间去改变教学

方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和学生的

自觉性，玩忽懈怠，极大程度上降低自身的工作效率和

学生学习质量。

3  学生就业教育的必要性

3.1 培养创新型人才
大部分学校的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知识

教育，从而忽视对学生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培养。大部分

企业在用人时都会发现毕业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许

多学生需经过长期的专业培训才能符合市场需求。在自

主就业方面，我国毕业学生的就业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

家，因此，我国学校必须转变教育理念，制定新的教学

理念，培养创新性的教学思路，完善培养优秀人才的教

学方案，从而提高学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和水平。由于我

国推行现代教育改革的时间较短，经验累积不足，使我

国缺乏系统性的教育改革。虽然近些年我国在努力提高

在校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但是在教育课程方面还缺少

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学校应努力改善师生关系，充分调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

高，出国血拼采购似乎成为国人追逐时尚的一种方式，

这无疑对身为“制造大国”的中国是一种嘲讽，同时也

为国人敲响了警钟。对此，一些有智之士提出，要想实

现中国的强国之梦应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这种观点在

社会上引起热议。国务院李克强总理也在 2016年的年终
总结报告中指出，应“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1  工匠精神的内在含义

工匠精神就是指工匠对自己生产制作出的产品品质

要求十分严格，并时刻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要求自己，

追求优质产品。这种对工匠精神的追求在不同国家表现

为不同方面，使各国的工匠精神具有一定差异性和共性。

在德国，其工匠精神体现为：生产者对生产技术的执着

追求远大于对丰厚酬劳的钟爱，保持稳定状态，寻求长

期的胜利，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劳动过程中付出的汗水

感到光荣。

话说工匠精神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但是就眼下而言却是网络信息数据时代的一种具有重要

指导思想教育的资源和极具强大精神的动力。具体的也

表现在近段时间我们大力推荐及宣传的有关工匠、技能

方面的栏目，同时社会氛围也开始变得浓烈起来，“工匠

精神”一时声名鹊起。通过各个方面的学习及理解，本

人对工匠精神做出了一些简单的理解，工匠精神的具体

内容是：崇尚美德的感情，追求创新的思想以及精益求

精的精神。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就好比目前处于某

个事物的末尾，想要有所提升或者跃进队列的中前段；

对实用性、较高素质的专用型人才在某种意义上有着较

大的挑战和难度。当前是电子科技、信息飞速发展的时

代，并伴随着我们日常生产中各种、各类机器的大力生

产及发展势头，让那些工作相对慢条斯理的极其精益求

精的“工匠”，恰似在默默地与你拉开了一点点的距离，

当前最新发展起来的 3D个性化打印技术手段、才非常
契合某些私人化、个性化的定制。我们中等技工学校的

教育在整个体系当中也只能说是中端，那么要培养一系

列的具有工匠精神的专业技术工人，便是我们中等技工

学校的使命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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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优化学校教学设备，提高学生对

专业知识实用性的关注程度，从而激发起学生的创新热

情，进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2 塑造工匠精神
为适应我国的基本国策和重要战略思想，学校应加

大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各个学校应从不同程度、

不同方面入手，全面开展创新就业教育工作，以此达到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的，同时还要加强工匠精神的塑造。

要将就业教育与塑造工匠精神相结合，完善现代教育体

系和相关制度，积极制定人才工匠精神培养的教育方案。

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实践教育在我国的社会地位，保障

从职业学校进入社会的学生在各个领域的技术行业从事

有尊严、有较高酬劳的工作，同时，应大力营造宽容失

败、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学生们认识到，卓越

的技术水平与行为能力比丰厚的酬劳更为重要，从而提

高我国制造者的工匠精神及产品的质量。

4  传统工匠经过时光的变迁

4.1 工匠精神的变迁
国家在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在历史的长河中亦曾多

次领先于世界的技术水平，这使你的父辈对工匠精神聆

听与敬畏，对工匠精神的实践、弘扬、继承息息相关。

例如在某些教育学中有时说，不做“教书匠”，通过这一

说法就能使人扭曲了工匠的原本精神，让人理解为以工

匠没有创造性的观点来进行演绎的。慢慢地随着时光的

变迁，也随着“职业有分工，但无贵贱”的一种思想通

过时光的流水慢慢深入人心、再通过国家的大力提倡以

及通过报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工匠”作用的体现，

促使“工匠”所在的地位也随之得到大大地提升。

4.2 工匠精神的理解
匠人精神，它应是一种精益求精和追求完美的终极

精神的工作品格观念，它亦蕴涵极为严谨细致认真的工

作态度，坚持品格敬业的意志，与如今现代智能制造信

息时代相比，工匠精神不只不能过时，甚至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重要。在国人的传统民俗文化理念中始终坚持

认为中国工匠“唯操作技能、而轻方法论”，故其高超的

技法应是有着经验性，而不是需要进行理论基础知识，

实际上，这只能说明，只有工匠素养在科学技术和教育

履约能力的时代是发展不起来的。而如今在知识经济社

会以及相关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一个个优秀的

工匠人不仅要拥有高超的技艺，还有必要具有一定的理

论学习知识基础教育以及科研项目管理工作能力，也只

有如此方法才可以通过不断地创新，求精、求卓越。

4.3 职业教育眼中的工匠精神
教师的职业信条应是“学做教师，做榜样”，因而无

论是拥有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操作技能，还是高尚的道

德品质，都应该变成学生的模范。品学兼优的老师应根

据个体，根据职业院校的整个课堂教学团队，构建双师

型课堂教学团队，彰显在老师专业人才的多样性、课堂

教学与教学科研的结合，个人也可以是双师型人才，或

者以一定的方式；此外，教师的来源可以是多样化的，

一些教师可以来自企业，也可以来自某些领域的研究所，

也可以来自其他高校，特别是带有大量行业实践经验的

老师，将过去各式各样的方法演变成课堂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

最后我个人认为，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中等职

业院校培养的技工人才应不同于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技

工人才。技工院校教育培养的工匠不仅应注重破解实际

技术问题的能力，更应注重技术思维能力的培养。除此

之外，工匠都不是仅仅应当掌握一技之长的人，而是它

们应是在企业中具有一定的审美情怀、崇高的社会法律

责任奉献和通过一直地追求卓越、一直地提升思维能力

的人。

5  结语

在传统的教育方式中，对师生关系的被界定为

“我—他”，学生被当作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器皿，没有

主观的想法和思考；而教师则代表权威，不容置疑，这

种角色位置的设定使学生往往不敢提出自己的观点。只

有冲破传统教育方式的束缚，才能激发出学生对创新的

热情，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切实推进学生就业

教育能力的提升。

作者简介：冯军（1980.9—），男，江苏海门人，讲
师，数铣技师，数控机床装调技师，研究方向：数控专

业技术理论和实习教学。

【参考文献】

[1] 黄盈盈．论工匠精神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教育 [J].当代教育科学，2016（17）：49-51.
[2] 曾梅．高校创新就业教育与工匠精神的浅析 [J].卷宗，2016（12）：370.
[3] 赵音，王再学，武香萍，等．浅析创新就业人才培养中工匠精神的培育 [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6（16）：142-143.
[4] 周勋勋．试论工匠精神在高职院校创新就业教育中的作用 [J].黑龙江科学，2016（23）：146-148.
[5] 朱颖．浅析“工匠精神”视域下大学生创新就业教育培养 [J].广东科技，2017（4）：91-92.
[6] 华荷锋，鲍艳利．基于工匠精神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研究 [J].现代商贸工业，2016（29）：91-93.
[7] 薛栋．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 [J].职教论坛，2013（34）：94-96.
[8] 臧志军．两种“工匠精神”[J].职教通讯，2015（28）.
[9] 楼世洲，薛孟开．人力资源强国目标下教育发展的三次战略转型 [J].教育发展研究，2015（5）：2.
[10] 胡秀锦．“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9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