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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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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仅从国家层面强调了弘扬传
统文化和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同时也对高校的育人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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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提升居民文明素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维护社会
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高职院校是弘扬工
匠精神、培育工匠型人才的主阵地，所以高职院校可以和社区
联动合作，利用双方资源优势，提炼具有地方特色的工匠文化
素材，为学生拓展实践资源、为社区居民丰富业余生活，寓教
于乐，丰富新时代工匠文化内涵。

2　地方特色工匠文化的概念
2.1 地方特色工匠文化：传播地方优秀特色文化，倡导匠

人精神的总和。
2.2打造地方特色工匠文化的内涵:
地方特色文化:地区和民族之间生活方式、地域气候、文化

背景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地方特色体现着中
华文化的主要精神。

工匠文化:关于工匠文化，没有公认的概念，本文认为工匠文
化是社会或企业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创
造并沉淀下来的具有工匠特色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大致由三个层
次构成：表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和核心层文化。

核心文化层即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是人们
在工作和生活中追求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理念，它是职业
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凝结在所有人身上的一种
积极的精神品质。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重德等方
面的内容，具体表现在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严谨专注，执着坚持；开拓创新，勇于进取；尊师重道，立
德立身等方面。

3　社校联动打造地方特色工匠文化对社区的重要性
本课题以天骄社区、清江社区做为教育实践的平台，社区

居民以高新西区失地农民和企业务工人员为主，他们虽为高新区
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但在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尤
其是文化发展的问题成为每个家庭关注的重点。本课题通过社校
联动聚焦城市化和谐发展，本着“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理念，
将学校资源的整合为切入点，以社区文化建设和居民传统文化教
育为基点，探索建立社校联动机制，构建“条块结合、资源共享、
共驻共建”的区域化格局，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活动，将服
务的触角延伸到社区各个领域和各类人群中，使居民、教师、学
生、社区工作人员共聚一堂，享受周边学校带来的优秀传统大餐，
让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课堂在社区中延展，让社区居民在其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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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进步。
4　校园和社区的共同建设
学校是建设和谐社会主要阵地，资源丰富的社区是深化实施

素质教育的有力增长点，也是促进教育改革的有力助手。依托
学校教育师资资源，发掘、整理和诠释地方特色工匠文化的内
涵，将历史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搜集古今地方特色工
匠文化资料，持续丰富工匠文化内涵；以传统文化为导向，

“地方特色工匠文化”活动为载体，学校与社区相融、共享丰
富资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推动文化教育、提高
了居民对地方特色工匠精神的了解，促进学校和社区共同发展，
是学校和社区的双赢选择。

同时，社区为师生提供社会实践的课堂，社区有着学校没
有的地方文化特色、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帮助
学校拓展教学实践平台，丰富课堂教学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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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校联动
机制对于打造地方工匠文化特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　不足与展望
不足：院校的教育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未来职业规划，重

视学生技能在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学生对于
“地方特色工匠文化”的理念培养，将地方特色工匠文化精神
纳入到教育体系中时过于框架化，方式不够灵活，导致学生在实
训实习的过程中，没有夯实的理论作为支持，得到相应的实践经
验也不够有深度。

社区教育相对类型单一，需要学校和社区从政策、资金、资
源等各方面进一步深入合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展望：院校需要优化教学体系，设置制度化、系统化的理论
课程体系，以及精进“地方特色工匠文化”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
能够促进学生就业的同时，增强学生的工匠精神信念，提高学生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给予可靠的地方特色创业实践平台，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经过充分的理念培养和足够的实践经验，
才能检验学生的能力，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

6　结语
我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学校和

社区联手不断弘扬在传统文化为导向的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地
方特色工匠精神，才能树匠心、育匠人，为推进中国制造品牌提
供动力，对国家的建设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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