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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思政教育中合理的融入工匠精神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

学习和成长，而且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大学生培养的要求
和标准，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工
匠精神是支撑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成功转变到制造强国的关键因
素之一，两者的融合可以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不
断追求工匠精神，进而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促
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1  探讨融合工匠精神培养与高职思政教育的可行性
1.1 工匠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
敬业精神是工匠精神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

容，敬业可以说是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必须要具备的基本价
值准则，无论是环卫工人，还是单位领导，都应该做到干一行爱
一行，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新时代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了解并认识到了全面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工匠精神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了一个工作者的行为表现以及对职业的态度等。而作
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大学生们工匠精神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新时代下，各企业和社会对大学生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
们需要具备更高的敬业精神和工匠精神。

1 . 2 工匠精神与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创新是当时时代的时代主题，同时也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时代精神，工匠精神中所包含的创新精
神与目前“十三五”规划中的“创新”有许多共同之处，培育和
发展方向一致。新时代下，创新是工匠的人生追求，同时也是一
个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追求创新体现出了工匠对
现状不满足，不断追求改变和进取的态度。当今社会是日新月异、
发展迅速的社会，无论是普通岗位的发展，还是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都离不开创新精神的支持，安于现状的结果就是被其他人、其
他国家或者自己的竞争对手所超越，甚至会被时代所淘汰。因此，
从民族和社会的长期发展来看，创新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

2  工匠精神培养与高职思政教育有效融合的主要措施
2.1合理转变高职思政教育职能
我国高职院校需要在充分了解工匠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高职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进而更好的进行思政教
育，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现阶段内，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的
思政教育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学生们的道德品质培养上，对学
生们工匠精神的关注度不够高，新时代下，社会对高职院校思
政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高职院校针对思政教育职能做出相
应的改变，向既注重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和修养方面的培养，
又注重培养学生们工匠精神方面进行转变。比如，学生刚入校
时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发生改变的关键时期，因此，
高职院校可以低年级的思政教育课程中适当融入工匠精神，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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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认真钻研职业技能，不断提升自身技能水平的同时，进一
步提升自身的工匠精神。

2.2合理促进两者个性化融合
新时代下，社会和国家对高职院校在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要求各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政教育课程时合理的融入工匠精
神，两者的有效的融合可以使学生们做到知行合一，在学习专业技
能之初就树立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目标，不断提升自身的
工匠精神。另外，高职思政教育与工匠精神的主要内容和内涵的相
同之处非常多，所以，高职院校可以根据学生们的学习需求促进两
者的个性化融合，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们职业精神，不断提升他们
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使他们在进入社会之后主动发挥自身的
工匠精神，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2.3营造良好的培养教育氛围
良好的学习氛围对任何阶段学生的学习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的，要实现工匠精神培养与高职思政教育的高效融合，高职院校
需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培养和教育氛围，使校园内的学习环境、
文化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都更适合学生们工匠精神的培养。首
先，高职院校可以在校园里的广告宣传栏里详细的介绍工匠精神
及其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好的吸引同学生们的注意。其次，
高职院校思政课程及相关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参加专业技能竞赛，
并在竞赛过程中普及相关思政内容及工匠精神，从而更好帮助学
生们在学习思政相关课程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工匠精神。另外，
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关专家或者具有较高工匠精神的专业技术人
员到校开展讲座等，使学生们更深入了解工匠精神。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时代下，高职院校应该充分了解工匠精神并

认正确认识工匠精神培养的重要性，从而在思政教育中合理融入
工匠精神，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们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业务
能力，同时也能够满足企业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如此对提升高
职思政教育的实施效果有非常好的作用，从而使学生们成为新时
代下对社会和国家发展有用的具有工匠精神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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