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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与进步，对于技术人才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这种要求不仅存在于专业技能方面，同时也体现
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上。中职院校是我国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
途径之一，因此将工匠精神融入到中职思政理论课程教学中是对
中职学生优秀职业态度与精神理念的培养，也是为学生日后步入
社会工作奠定的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中职学生具
备正确的价值观与职业观，提升学生自身竞争力，进而为我国
输送更多优秀的“工匠”人才。

1　中职思政理论课程教学的现状概述
中职教育在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中处于受到轻视的一方，

在长期的轻劳动、重知识的观念影响下，“工匠”成为了受到轻视
的群体，因此许多中职学生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往往会产生
挫败感，长此以往就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职业观，培养具有
工匠精神的学生也就更难实现。与此同时，基于现阶段我国大部
分中职院校的思政课程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工匠精神并不属于人
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培养方式千篇一律，很少针对学生优秀精神
品质的专项培养内容，这对于本来在学习中不具备主观能动性的
中职生来说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甚至许多教师也没有贯彻和理
解工匠精神，认为中职思政课学不学无所谓，专业技能学习更重
要，这些观念进一步影响了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也难以为国
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优秀意志品质的技术人才。

2　中职思政课程引入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分析
2.1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是指在制造领域内对产品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在制

造过程中不断追求完美的职业理念。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快速
发展，各种新技术与新手段都被应用在制造业领域中，但是若想
真正推动中国制造的进一步发展与成功，就需要我国的每一个

“匠人”们都养成工匠精神，深刻的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将精益
求精的态度与现代化技术手段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制造业
的进一步升级与发展。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爱岗
敬业，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都应当始终保持对该职业的敬畏之心，
以热爱的态度从事职业工作；二是精益求精，每一个从业者在自
身所擅长的领域内都应当做到对技艺上的不断追求，力求做到完
美；三是始终具有奉献和担当的精神，在职业中应当守住本心，不
贪不燥，用于承担责任，这样才能真正领悟到技术的内涵，进而
实现质变。因此，工匠精神不仅仅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创新
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泉[1]。

2.2中职思政课程的教学核心思想和目标
中职院校是为我国各企业、单位培养优秀技术人才土壤，而

中职思政课程则是对学生精神品质与价值观念培养的主要途径，
通过思政课程可以让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工作态度，进而在应
对学习与未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可以保持正确的心态与观念。
然而，在新时代中国伟大复兴发展的背景下，中职思政课程的主
要目标是对学生正确职业素养、道德品质的培养方面，强化学生
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让学生感悟工匠精神，进而在具备更好专
业技能的基础上具备优秀的意志品质，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合格

浅析中职思政理论课程教学中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罗文东
辽宁省兴城市职业教育中心，中国·辽宁 兴城 125100

【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中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也成为了中职思政教育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新时代背
景下，工匠精神也成为了技术人才就业、发展的一种必备精神品质，对于中职学生来说理解和感悟工匠精神不仅是其个人发展的重
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因此，本文就针对中职思政理论课程教学中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方法进行探究，针
对中职思政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明确工匠精神在中职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进而从校园文化、教师理念与教学内容三个方面探究
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方法，旨在为相关教师学者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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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社会有用的优秀技术人才。
3　中职思政课程中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方法探究
3.1将工匠精神引入到校园文化中
通过中职思政课程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不仅要从课堂上，还

应当从文化氛围入手，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将工匠精神的理念与
学校文化相结合，学生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学习成长，自然会受到潜
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学校应当配合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进一步
重视对学生精神品质培养的重要性，全面渗透工匠精神文化，通过
讲座、文化活动、校企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从接触到理解、感
悟，真正将工匠精神深化到学生的心中。

3.2强化中职思政教师的工匠精神观念
若想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感悟工匠精神，教师首先应当对工匠

精神具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学校方面应当重视中职院校思政
理论课程教学的重要性，通过培训、外出学习等手段加深师资
团队的实力，在提升教师业务能力的同时也要让教师更加深刻的
理解工匠精神，这样不仅可以提升教师的教学态度，还可以更
好的言传身教，为学生做出榜样。与此同时，学校方面还可以
将“工匠精神”与教师的专业绩效评价体系相结合想，更好的
规范教师的工作素养，依照工匠精神对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指导
和教学服务[2 ]。

3.3将工匠精神与思政理论课程教学进行全过程融合
思政教育工作中融入工匠精神就应当实现全过程融合渗透，

首先是在教育模式方面，应当转变教育模式，从实际教学内容
出发，穿插引导学生感悟和理解工匠精神。其次，借助多样化
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采用图像、影像、新闻等多种手段将优
秀的工匠精神品质传播给学生，增强思政课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让学生感受到工匠精神的意义与作用。另外，在课程结构中应当
将实践课程与知识课程相结合，借助校企合作等形式让学生真正
感受工作状态与岗位职责，并培养学生精益求精、专注创新的优
秀职业品质，深化学生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使之形成自身习惯，为
学生未来的成长发展提供更多动力。

4 　结论：
总而言之，对于中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是中职思政教学的

重要目标，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制造快速发展的环境中
对于技术人才工匠精神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在思政课程教育
中融入工匠精神的理念，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同时提升教师团
队的专业素养与其对工匠精神的理解，才能真正让学生理解和感
悟工匠精神，使得工匠精神真正融入到自身的学习行为、知识技
能以及日常生活中，为学生未来步入社会工作提供更多的动力，
同时为我国培养更多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邹筠.工匠精神融入具有“三基色”文化特质的思政课程

的路径研究[J].市场论坛,2021(05):86-89.
[2]陈江忠,郑开锦.中职学校思政课传承工匠精神的内涵、价

值与路径[J].职业教育研究,2020(09):7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