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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

工匠精神要求在品质精神方面做到精益求精，职业精神方面

要求爱岗敬业，创新精神方面追求完美、团队精神方面要求协

作共进。其中，核心是精益求精，根本是爱岗敬业，灵魂是

追求完美，要义是协作共进。工匠精神不是简单的喊口号，或

者是片面的理解字面意思，而是一套完整的，有体系的精神品

质，具体可以通过一下四个方面理解。

1.1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

精益求精，是指一种工作，成功了之后，还继续进行钻

研，达到极致。作为核心，精益求精是一个人成为“工匠”

的关键。在他的眼中，不存在成功，只有不断努力。他能够

“十年磨一剑”般的反复进行一项工作的重复，将自己所做的

工作做到极致。对于“工匠”来说，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人共同特点就是追求极致、精益

求精，也是他们能在各种技能大赛夺冠的重要原因。

1.2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爱岗敬业，可细分为爱岗和敬业，爱岗是敬业的基础，敬

业是爱岗的完善。所谓“爱岗”，是对自己所干工作发自内心

的热爱，干一行，爱一行。所谓“敬业”，就是对待自己的

工作要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钻一行，精一行。

爱岗敬业作为“工匠精神”的根本，因为爱岗，才能工作干

的长久，因为敬业，才能干好自己的工作。

1.3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

“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是“工匠精神”新时代的内涵

之一，是“工匠精神”新时代的灵魂。“工匠精神”新时代的重点

再在于在继承基础上实现创新。继承能够让工作者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基础上进行创新，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进步，满

足人们的需求。有没有卓越的创新精神，是“工匠”进入新时代

的标准。

1.4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之中,“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有着重

要的作用。区别于传统工匠，新时代工匠生产方式不再是小型手

工作坊，而是大厂房、大机器流水线生产。新时代生产方式分工

明确，相辅相成，共同进退，一个人的工作出现问题，影响的是

一个团队。因此，现代“工匠精神”的要义是“协作共进的团队

精神”。

2  将工匠精神融入思政工作的意义

2.1工匠精神有利于提高职业道德素养

工匠精神不仅对提高职业道德具有很大帮助，还是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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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弘扬工匠精神具有树立良好职场风气、传播工匠文化

等作用。当前，注重经济效益是我国社会各个行业的共性，但很

多人难以把握一个度，过度地去追求经济效益，使得我国产品质

量良莠不齐、人们的职业道德标准降低。导致当今社会许多人心

理存在问题，过于注重金钱而降低了道德，甚至完全丢弃了职业

道德，各行各业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社会需要通过弘扬工匠精

神，提高各行各业员工的职业素养，转变当今社会氛围，树立良

好的社会竞争合作风气。

2.2工匠精神是时代所需要的理念。

我国课程教学需要转变发展模式，已达到更好更快地发展的

目的。对我国课程教育领域而言，以往的课程教育忽略了思想政

治的教育，只是一味地追求知识灌输。在社会各方面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充斥着浮躁之气，只求成绩，追求成功。很

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去沉淀，在成功之后继续打磨，去追求极致。

因此，时代需要弘扬工匠精神，这对我国思政工作的发展与进行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课程教学而言，发扬工匠精神有利于

弘扬正能量，可以使学生热爱自己的职业，有责任感，融入团队

当中，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能够坚定不移地完成。

2.3工匠精神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社会是一个集体，人与人、人与集体、集体与人之间存在各

种各样的联系，密不可分。因此，一个人只有处理好与他人的关

系，才能融入他人的生活之中，只有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才能

立足于社会的生活之中。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当代学生需要有思

想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仅有坚实的基本技能是不够的。而

工匠精神是对于人思想价值观、道德品质要求的表现形式。工匠

精神不仅要求个人应该有恪尽职守的思想态度，还规范了个人的

道德素质，这些要求能规范化就业者的行为。因此，我国将工匠

精神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非常有必要，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能提高自身的基本技能和道德品质，学生能以工匠精神

严格要求自己。只有如此，学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

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2.4课程教学有义务和责任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

我国课程教育需要将工作重心由“授课”转向“育人”，改变

以往的教育模式。要想做事，先要做人。要想学知识，最先学的

也应该是做人。课程教学在教授学生足够的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

时，还需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我国课程教育在教学过程

中，需要在工匠精神为核心的前提下，将课堂与思政教育完美结

合，达到在教学同时进行育人的目的。要对学生基本技能和道德

政治品质的培养一视同仁，将工匠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进行



    3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融合，在职业道德品质和能力两方面培养学生，培育德才兼备

的人才。

3  将工匠精神融入思政工作的策略

3.1转变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重心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去的重心是为学生树立正确人生

观、价值观等，让学生学会如何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这

种教学方法虽然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有一定好的作用，但是，随

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求。新时代

下的年轻人接受能力较强，对一切新生事物的好奇心也比较重，

但完善价值观还未构建，学校应该对学生进行适当引导。我国

教育做到与时俱进，结合时代的需求，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工匠

精神进行融合。这样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树立学生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进而将学生培养成为综合型人才，完成课

程“育人”的教学目标。

3.2深化教师对工匠精神的认识理解

教师作为课程教学工作的主导者，对课程教学的运行占据着

重要的位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弘扬工匠精神需要教师的

积极配合。因此，因此要想将思政工作与工匠精神融合，需要

教师对工匠精神有着深入的研究，做到学以致用。就目前而

言，教师本身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不够，不能很好的传播给学

生。只有教师对工匠精神做到学以致用，才能对工匠精神的内

涵有自己的领悟，才能更好地将工匠精神融入思政工作，才能

传授给学生直观、全面的工匠精神，帮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价

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从而不断完善学习工匠精神的目

标，做到将工匠精神融入思政工作。

3.3将工匠精神融入个性化教学的思政工作

我国课程教育在将工匠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的过程

中，应该采用个性化教学的方法进行教学，这对学生工匠精神

的培养起到较大作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让学生知道社会、

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让学生对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类型有

所了解，将社会的进步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认识到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性，让其树立

自己的志向，成为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教师还可以利用

先进的现代化教学设备，把工匠精神通过新型的教学手段传播给

学生，让学生在这些个性化的教学中深刻的感受工匠精神的精

髓，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3.4构建培育工匠精神的良好学习环境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需要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一个好的学

习环境对学生而言极为重要。在思政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教师

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还要深入的学习工匠精

神，并把工匠精神能优秀的教授给学生，才能将教学更加高

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更大的收获。目前，随着社会的发

展，大多数学生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较大，而且学生社会实践能

力较弱，自制能力较弱，社会大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学生的思想

发展。所以，需要将工匠精神与思政工作相结合，构建一个良

好的课堂环境，能够以工匠精神为主体，逐渐将工匠精神渗透

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并且结合实际，将工匠精神切实融

入思政工作之中。

4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前仅是培养学生的思想价值

观，对职业价值观的培养缺乏。因此，需要将工匠精神融入思

政工作中，让学生在自身能力提高的同时，提高道德水平。随

着时代的发展，工匠精神是时代需要的东西，也是当代高校思

政工作的重点。高校思政工作重心应该不断创新和发展，在新

时代下应注重工匠精神的培养。这样，不仅可以将学生培养成

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也为高校的思政工作提供新的发展策

略，让高校思政工作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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