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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

——对理性缺失下培育“工匠精神”的反思

韦世锋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高职院校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事业中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相对于普通高等教

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言，高职教育偏重于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社会提供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而就目前高职教育

毕业生在就业岗位的就业情况来看，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毕业生在很多方面还不能满足于企业、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则成为了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所谓的“工匠精神”即包含

了工匠的专业精神、职业态度和人文素养三个层面的主要内容，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的关键在于理性解决工匠精神所包含

的三个层面的主要内容，因而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重点培养学生理性，是新时代赋予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工匠精

神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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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期，高职院校教育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很大一

部分比重，高职院校的教育问题成为了国家教育事业所要解

决重要问题，为顺应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趋势，高职院校

必须加强对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

养，高职院校必须充分认识到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重要性，

担任起在思想政治教育下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新使命，以满

足国家对于人才方面的实际需求的需要，提升高职院校的教

学质量。本文将紧紧围绕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下培养工匠

精神这一核心内容，对当前理性缺失下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的困境进行分析，探究高职教育理性培养

学生工匠精神的两个理性，发掘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下

理性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新使命。

一、理性缺失下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匠精神”

培养的困境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是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新使命，关于工匠精神，目前已有众多的著作对其进行了深

入研究，为避免出现对工匠精神理解的庸俗化、表浅化，必

须将其放置于工业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来进行研究，工匠

精神是在理性的熏陶下所产生的，它要求工匠应具备较高的

专业精神、职业态度和人文素养，这是工匠在长期的生存和

工作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正是人类对于理性缺失

下培养工匠精神的反思，反观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

性缺失下工匠精神培养所面临的困境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理性缺失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培养工

匠的专业精神

工匠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要专注自己的技术，要对自

己所从事的工作有着精深的学习与孜孜不倦的研究，要方方

面面精益求精，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充满创造力，超越一般的技术水准。专业精神就是在专业技

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工作及其热爱和投入的品质，

是工匠精神的基础。当前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各行业的发展

速度持续加快，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产品更换

升级迅速，在此背景下，必须要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重

视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要求学生应具备较高的专业精神

来提升专业水平，以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但就目前的高

职院校教育情况来看，其教育形式还处于传统的教育阶段，

局限于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而忽略了实践培训对于

学生学习的重要性，学生的学习范围有限，专业知识得不到

较好的发展，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不到较好的培养，进而

导致学生在进入就业岗位就业的过程中缺乏的专业精神。因

此，要想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工匠专业精神，就要把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在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一次次的实践，培养学生

工匠的专业精神。

（二）理性缺失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培养工

匠的职业态度

工匠的职业态度是指工匠对所从事职业的看法及在行

为举止方面反映的倾向，是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对自己

的工作所产生的行为和情感认同。良好的职业态度有利于学

生的全面发展，高职院校教育的目标应当要求工匠的全面发

展，而当前的高职院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则着重于培养学生的

一技之长，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种片面的高职院校教

育形式不能真正的让学生感受到自身所具有的价值的体现，

无法对自己的工作产生高度的认同感，无法培养工匠良好的

职业态度。因此，要想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工匠职业态度，就

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理性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发展

的需要，培养良好的职业态度。

（三）理想缺失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培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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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的人文素养

所谓的人文素养是指人文素养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

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即人

的内在品质。工匠的人文素养是工匠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

反观我们实际的工作过程，可以清楚的发现技术工人一天的

工作就是在机器运作的过程中，技术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反

反复复的的重复着相同的劳动工作，逐渐的导致技术人员对

工作失去热情，工匠的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工匠的

人文素养得不到较好的培养，因此学校应高度重视学生人文

素养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升学生对于工作的热

情，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工匠良好的人文素养。

二、高职院校理性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两个理性

高职院校应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基础之上，

寻找高职院校教育的理性，进而在实践理论的基础之上，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一）技术理性是高职院校培养工匠精神的基础

所谓技术理性，是西方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他

认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的理性的活动系统，理性的

技术规则即是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一种特殊的实践理性，

是，技术人员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准则，

总之，技术理性就是技术人员，认识自我，了解职业和把握

世界的一种实践精神和思维方式，是在人类技能技术的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对于高职院校教育工匠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

的作用，其对于技术的发展，技术人员的价值观及，技术工

作者的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高职院

校在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时，要重视在技术理性的指导下，

培养学生的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技术的发展，提高技术

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构建学生的工匠精神。

（二）价值理性是高职院校培养工匠精神的保障

所谓的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

值，是一种目的理性让工匠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认识自己，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职业。

价值理性可以直接影响工匠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正确的价

值理性可以让工匠在工作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获取快乐。在

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可以让工匠在实际的过程中认识自己，让

技术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用更加理性的

方式去创造未来，改造世界。可以让工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以更加积极的职业态度面对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

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1]。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下理性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的新使命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下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中面临的许多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高职思想政治教

育缺乏理性，为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高职院校应重视在理

性的指导下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一）在理性的指导下，培养工匠的专业精神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过程中，

要重视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对于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影响，

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把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在马克思

主义实践理论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既要注重学

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又要重视实践培训对于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重要性，学生学会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要专注细致，

精益求精，培养较高的专业精神。

（二）运用两个理性的效果，培养工匠的职业态度

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通过运用两个理性，

让学生能够充分认识自己，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正确的

看待自己的职业，以积极的职业态度发展自我，实现自我。

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能片面的追求于一技之长，而忽

略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对自己

的工作产生认同感，培养良好的职业态度。

（三）将理性转化为知识，培养工匠的人文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

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

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需求的思想品德的社

会实践活动。是在精神层面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学会将理性的理论知识结合于实际现实生活，通

过理论联系实际，将理性理论知识具体现实化，使学生能够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铭记于心，进而培

养学生工匠精神的人文素养 [2]。

结束语：

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是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中的重要使命，高职院校应高度重视，对于学生工匠精神的

培养，使学生具备较高的专业精神，职业态度和人文素养 ,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以满足各大企业对于高职技术人才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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