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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校联动培育工匠精神的必要性
1.1高职院校肩负着服务社会的职责
社会服务职能是高校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的一种外适功能，

是指高校在遵循自身特性与规律的前提下，以自身的学术优势为
基础，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校的层次，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社
会提供的学术型服务。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1.2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
沿阵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社区在
服务城市建设管理、优化居民活动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提升居民文明素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3国家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

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
理也多次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以2016年、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工匠精神”为契机，“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
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质量时代”，日渐成为一种共识。

2　工匠精神与传统文化关系解读
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指出，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要
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到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等各领域。习近平书记也多次强调“当代工匠精神的内涵和中
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之间，流淌着最纯粹的工匠精
神。工匠精神的培育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获得支撑和动力”。

工匠精神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是从业者基于对自
身所从事职业的基本感知，从而产生的高度认同感、热爱和敬畏。

“中国制造2020”的口号，“大国工匠”的倡议，无不体现着我们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工匠精神本身就属于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3　社校联动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工匠精神的措施
3.1 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加强有效宣传
环境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是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前提。通过高校教师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在
业余时间主动走入社区为社区居民带去先进的文化知识，学校开
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活动，吸引居民关注。开放学校活动承办权限
和参与群体，鼓励居民献言献计，提高参与积极性；联系政府部
门为宣传提供物质、政策保障，调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加大
文化设施投入，设机构创基地，满足居民需求。

3.2 拟定联动规划，编订教材，开展课程，多渠道开展
规划的第一步应注意各方定位，定位明确才能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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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今天，为聚焦城市化和谐发展，提升挥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社区资源利用率，
切实加强学校与社区的融合互动，推进双方合作，在文化建设领域，社校联动方案应运而生。近年来，随着社区与学校各方面的融
合，社校合作已然成为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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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拟以社校联动模式为支架，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基点，以培育工匠精神为目的，将多个社区作为社校联动试
点，且本着“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原则，搜集带有地方
文化特点的案例，以体验式、浸入式的多样化教学方法，培养
学生文化自信，在师生中形成良好的工匠文化教育氛围。其
次，明确自身职责，凭借其专业性和组织化，学校应积极发挥
自身优势，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发掘多样化人文精神，编订具
有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准化教材。最后，利用社区资源平台，探
究教育模式，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载体，以弘扬地方工匠
精神为主要教学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活动。

3.3保障师资队伍的专业性，加强培训，培养志愿队伍
建设一支素质高、了解社区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打造专业化

的教师团队是社校联动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工匠精神重
要的一环，课程讲授需要职业队伍，以保证传播质量。以中华传
统文化专业教师、社区模范先进人物、民间艺人、志愿者为社区
师资队伍，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
能更直观感受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地方特色工匠精神的
重要性，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3.4打造“共建型”教育基地，实现多边教育协调发展
探索"共建型"?工匠文化教育基地运行模式，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通过社区与学校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将社区居民引入
学校，为其提供先进设备设施以及开阔的场地，使社区百姓受益；
同时，让教师、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工匠艺人、先进模范、学
生之间多边参与教学活动,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提高其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课堂效率，提升教学品质，提高社会服务
能力。因此“共建型”教育基地的建立，既能为居民提供多元化
的学习平台，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实践机会。

4  结语
文化的传承需要营造特定的文化氛围，精神的培育离不开良

好的文化土壤。学校工作介入社区工作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
程大致需要通过价值认知参与、专业培训参与、职业化培训参与
等几个阶段，社校联动体系的构建还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地完善，
强大的效果值得漫长的等待。

文献参考：
[1]李克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R].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6-03-05．
[2]肖群忠.刘永春．工匠精神及其当代价值[Ｊ].湖南社会科

学,2015（6）．
[3]李宏伟.别应龙.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培育[Ｊ].自

然辩证法研究.2015(8).
[4]郑琴.传承本地优秀民俗文化（金桥吹打）开发地方特色

课程的实践研究[J].人文论坛.2018.10（010）.
作者简介：代平（1982.9—），女，汉族，四川成都人，

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