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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目的

为贯彻“十九大精神”，弘扬“工匠精神”，教育部门

推进教学改革，职业教育始终以服务地方经济，培养技术人才

为使命，所以，职业教育的人才匠心精神培养也尤为重要。中

职学生除了专业技能外，更应具有综合的职业素质。中职语文

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语文教育既包含有民

族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还含有丰富的处世哲学，对

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文化育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将工匠精神渗透到中职语文课堂中，使学生了解并领会工匠精

神，并将工匠精神应用到未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是必不可

少的[1 ]。

2　案例背景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中国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中职学生的奋发

图强，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将在各行各业高举工匠精神的

旗帜，为国家复兴添砖加瓦。而中职语文教育中渗入“工匠精神”

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我国中职学校关于“工匠精神”的教育很

令人堪忧。首先，学生、家长以及学校都存在着观念上的偏差，他

们都认为中职教育就是学技术就业，重专业课教学、轻文化课教

学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中职语文教育找不准自己在中职教育

中的定位，所以也无法满足职业教育现阶段的发展，而且很多学

生的文化基础较弱，对老式语文教育很反感，提不起学习兴趣。所

以，在很多中职学校中，语文课堂被忽视，甚至被压缩，让语文

为专业课让路。究其原因，是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现今职业环境对于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传统的中职语文教学，

会按照语文学习的一般性思路，顺延普通高中的语文教学模式，

从基础知识入手，强调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却造成了中职语

文教育中工匠精神的培养被弱化的现状。新时代的中职语文也面

临着新的语境和挑战。夯实基础这一出发点，是所有教育工作者

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面对新时代中职学生的具体特

点，无论是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方式都需要做出符合时代需求、吸

引中职学生兴趣的演进[2]。

3　案例描述

语文课堂是渗入工匠精神非常好的平台，通过将学生的实际

情况与学生所学专业的职业特征有机结合，形成有特色的教育策

略。而纵观我们现有的中职语文教材，很多内容的设置为语文能

力及文学常识，很多中职教师也以此为教学内容，开展语文教育

工作，虽然完成了教学任务，但很少涉及到学生思想的教育，对

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帮助不大。中职语文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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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工匠精神”的元素，教师要学会从工匠精神层面对文

章进行解读，文章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精力，将

这种宝贵的精神渗透到语文课堂，例如，在教学课文《蝉》的

时候，这篇文章选自法布尔的著作《昆虫记》中的第五卷，首

先教师可从文章作者法布尔撰写《昆虫记》的故事入手，法布

尔花费十余年完成了《昆虫记》中的第一卷，后来法布尔为方

便研究，他甚至携全家搬到塞利尼昂的荒石园，这是一块荒芜

的不毛之地，但却是昆虫钟爱的土地，这儿是他的工作场所、

观察地，他耐住寂寞，数十年如一日，进行他的观察和实验，

整理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试验记录，最终完成这一旷世佳作

《昆虫记》。法布尔对于科学研究的这种严谨、不畏困难险

阻、甘于寂寞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中职学生学习。接着，从蝉

这一本体出发，教师给学生发布任务，让学生从原文中归纳概

括蝉从产卵到成虫的过程，教师可通过蝉的相关视频引导学生体

会蝉蜕变过程的艰难，在这个过程中，它会经历重重危险，经

过四年地下苦工，最后才能换来短短一个月的阳光生活。教师

引导学生思考蝉的蜕变过程给你带来什么启示。从实际出发，

我作为化学工艺专业语文教师，制定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目标，

不断追问自己，学生在我的课堂上应该学到什么，最终学到了

什么，岗位中能应用到什么，能不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

规划，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工匠精神”的培养。所以，我在

语文课堂中，加入了实践活动环节，如《跨越百年的美丽》的

讲述中，我将“工匠精神”设为本课的主线，通过任务驱动

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挖掘居里夫人的工匠精神，从而引发

学生对工匠精神对讨论，通过抒发对居里夫人对敬佩之情，使

学生深刻理解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刚开始同学们对课文还是漫不

经心，但是当知道居里夫人提炼0.1克镭居然花费了3年零9个

月，同学们认真起来了，学生都是化验专业的，平时一个实验

做两三次都嫌麻烦，嫌累。居里夫人将近4 年之久终于提出0.

1克镭的坚持，这样的坚持是美丽的，让学生们震惊并钦佩。我

观察到学生注意力逐渐集中了，又给同学们解释到居里夫人工作

环境的简陋。引导学生们找到并大声读居里夫人工作环境的句

子，使学生感受到在如此简陋的环境和设施中，竟然有了如此

伟大的发明，最后使学生们理解居里夫人的工匠精神是美丽的。

同学们为这剧烈的反差所震惊。我趁热打铁将这工匠精神迁移到

学生身上，鼓舞到，同学们学习化学专业，普遍认为我们是中

职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实验设备都比不上高等院校就失去

钻研的动力，但就像居里夫人在破棚子里都能提炼出镭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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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有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比任何人差，都能有所

作为。学生听后明显听课专注了，学生通过感受到了工匠精神

的伟大和必要，所以也使其成为了学生们心中的职业信念，他

们明白了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践行“工匠精神”，这样才

能从事什么职业都会像金子一样发光发亮。还有在语文课堂培养

学生“工匠精神”时，紧跟时代热点，提中学生关注度。如

在介绍《诗经·小雅·鹿鸣》。其诗曰:“哟哟鹿鸣，食野

之萍”“哟哟鹿鸣，食野之篙”中，我为学生解释道“篙”

就是青篙、香篙，抗疟药青篙素主要就是从它身上提取到的。

屠哟哟，秉承着工匠精神的研究态度，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失

败再验证，一次一次从头再来，终于创制抗疟药，“双氢青篙

素和”“青篙素”，双氢青篙素荣获了诺贝尔科学奖。通过

《诗经》的学习，使学生们发现，其实屠哟哟的名字早已注定

她和青篙素的不解之缘。将屠哟哟、青篙素化工专业和语文教

学结合起来，学生为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自豪的同时，也都感

到原来语文这么有魅力，化学专业这么厉害，相信每个人只要

具有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就一定能化学行业大有可为[3]。

4　案例分析

综合上述三个教学案例，我意识到中职学生可能因为数

学、英语等学习难度大导致学习热情比较低，但是在语文学习上，

不论是学习基础还学习兴趣都是很高的。如果教师采用有趣中效

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可塑性是特别强的，因此结合教学经验，为

在语文课堂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我总结出以下教学方向：

4.1立德树人，培养中职生学生核心素养

注重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通过中职语文教育在课堂上通

过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塑造学生的奉献意识。例如将热度比较高的

“大国工匠”案例，带到课堂来，让中职学生们在榜样中获取力

量。将这些具有匠心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专业工人塑造成学生努力

的方向。使学生发自内心的产生专注奉献，报效祖国的情感。具

备奉献意识就要在学习生活中有担当。可以通过校园实践活动的

方式，有意识的设计环节，锻炼学生的担当意识和应对能力，并

联系语文课堂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教育。

4.2助力成长，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增加中职学生学习热情的有利方式，就是帮助学生建立好毕

业后的职业规划，帮助学生明白自己如何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

走向社会找到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工匠精神”的教

育就是要让学生具备强烈的原动力。只有具有了强大的原动力才

能在学习工作中，克服懒惰敷衍，在枯燥重复的工作坚持不懈

干出不平凡的匠心之作。因此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对中职语文

教育中塑造匠心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中职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特

长和心理状态，科学合理的为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并及时发现

学生进步进行鼓励，帮助学生树立实现职业规划的信心[4]。

4 . 3 实践匠行，设置情景实现“工匠精神”的渗透

语文课程的独特性在于，每个课文都能塑造出一种情景，

传达一种精神。因此进行匠心精神采用设置情景的方法，可以

事半功倍。例如在讲解经典文章《庖丁解牛》中，设置情景，

将学生带入庖丁的角色，如果学生是庖丁，天天面对是“解

牛”的普通工作，是会选择日复一日的消极应对，还是像课文中

一样，在重复的工作中不断突破，提高自己解牛手法，树立工匠

精神，就是简简单单的解牛也可以将它变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

匠心之作。再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将这种“工匠精神”迁移到专

业学习中，化为钻研学习的强烈原动力，取得成绩上进步，再转

化成为对“工匠精神”的坚信，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4.4创新教学，将工匠精神融入到每一个教学环节

针对中职语文教育来说，传统老旧的填鸭式教学是吸引不了

学生的专注度的，因此一定要丰富自己的教学手段，实现中职

语文的创新教学。课外实践教学就是一种学生乐于参与并能直观

的感受到工匠精神的有效教学方式。例如中职教师可以寻找当地

民间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请到学校进行现场工作演示，并讲

述自己的工作经历。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工匠精神的魅力，并

立志成为这样的“匠人”。还可以通过观看各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平民工匠、文化匠人的纪录片，用学生感兴趣的视

频方式进行“工匠精神”教育。为实现中职语文课堂中学生

“工匠精神”的培养，中职教师应该不断提升技能，创新教

学，这不仅是对学生未来的负责，更是对社会形成匠心风气的

奉献[5 ]。

5　评析反思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行各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有工

匠精神的中职生年轻力量，而中职语文课堂正是这股强大力量的

培育基地，因此中职语文教师应该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这就要求中职语文教师自己本身就要具有工匠精神，提升自己教

学能力，真正领会工匠精神，然后运用创造情景，课外实践，

观看工匠榜样的形式帮助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理解工匠精神，运

用工匠精神，践行工匠精神，从而真正传承发扬工匠精神。终

有开花结果之时，一批具备工匠精神的中职毕业生会引领各行各

业的快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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