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2021 年 3 月  第 3 卷  第 3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高教理论

以工作室为平台培养高职技能型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高雪雯

(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在企业全员自主创新活动中，创新工作室是一支锐不可当的“劲旅”，挺立潮头，独领风骚。当下，我们有必要

对创新工作室的创建实践进行总结、归纳、提炼和理性分析，对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加强创新工作室的管理，进行必要的思考。文

章首先阐述了建立创新工作室的重要意义，然后对创建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创新工作室建设取得的成效进行了讨论，提

升了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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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工作室的内涵

创新工作室的“前身”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

“工作室”。根据 360 百科的定义：工作室（Studio）是一处

创意生产和工作的空间，一般是指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建立的组

织。换言之，工作室是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理想、愿望、利益等

而自愿组成的梦想团队或创业团队。工作室的主人们不是因为

成功才建立了工作室，而是因为建立了工作室才获得成功。最

初的工作室大多数都贴着“艺术”的“标签”。比如：绘画工

作室、摄影工作室、雕塑工作室等。

二、工作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领衔人正向导引力需加强

近几年，部分省级职业教育工作室领衔人在获得省教育厅

正式立项后，不再像以往一样继续注重以职业教育课程和教学

改革为抓手，也不再以促进质量提升和师生发展为核心目标，

而是热衷于参加各种会议和办讲座，花大量时间去申报各类教

学科研项目并参与项目评选。一些工作室领衔人实际投入在团

队建设和专业（群）建设方面的时间很少，对工作室团队成员

的指导和帮助就更少了。因此，一些工作室领衔人把主要精力

放在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承担项目和申报奖项等方面，难以

真正带动全体工作室成员共同成长，背离了工作室建设的初衷。

（二）示范引领共享作用不明显

笔者调研发现，某职业学校已经有 6 个省级职业教育工作

室，即该校三分之一的专业教学团队都达到全省最高水平的工

作室水准。笔者对比已经立项建设的省级工作室名单，发现有

些学校实际上是将以前已批准立项的省级工作室成员拆分出来，

再以其他专业的形式继续申报新的省级工作室。同一所学校内

部同类或相近专业申报 2 个以上工作室，极易造成力量分散和

整体示范辐射作用减弱，难以起到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职业教育科研重点不突出

近年来，湖北省职业教育工作室开展了教师培养培训、校

企合作、社会培训、社区服务等活动，不断提高工作室的服务

能力。以 J 省职业教育类教学成果奖获得情况为例，在社会服

务、教师培养、学生培养、校企合作、教学改革、教学资源、

专业建设方面的获奖数量分别是1、2、38、4、40、44和 11个；

2019 年度在社会服务、教师培养、学生培养、校企合作、教学

改革、教学资源、专业建设方面的获奖数量分别是 1、5、46、

1、28、27 和 34 个。教育部曾面向全国高职学校开展国家示范

性职业学校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课题研究。

三、创新工作室的思考

实践证明，创新工作室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是提升职工素质的重要平台，是彰显职工主人公作用的重要载

体。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创建模式，不断拓展创新工作室功能，

进一步加强创新工作室的管理，是下一步深入开展创新工作室

创建活动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选拔首任掌门人是关键

精心选拔工作室首任“掌门人”是创建工作室的关键。工

作室“掌门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本人刻苦钻研技术，技术

革新有成果，在职工中威信高，有一定影响力。“掌门人”全

面负责工作室的日常管理，制定工作制度、工作计划、推进措施；

确立工作理念、工作目标、攻关课题；组织培训学习、技术交

流、科技攻关。例如：江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南亲江工程测量工

作室坚持改变过去作坊式“师傅带徒弟”的培养套路，牵头将

优秀教师与年轻教师结成“成长共同体”，促使工作室领衔人

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示范辐射作用。工作室领衔人南亲江早在

2010 年就被评为教授，有文科和工科双重学科背景、30 年的工

程实践和 1 年的国外工作经历，能够非常精准地把握职业教育

发展和专业建设的方向，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

能更好地发挥出对全省职业教育战线同仁积极而深远的正向引

导力。自 2015年，南亲江被列为省级名师工作室负责人以来，

他专门牵头组建了江苏省职业教育名师南亲江工程测量工作室

建设办公室，承担组织和协调工作室日常建设管理工作，并具

体负责工作室的业务指导、年度考核和质量监测等工作。同时，

南亲江还不断完善工作室成员工作制度，组织并形成工作室周

汇报和月小结工作机制。近五年内，南亲江教授继获 2014 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后，再获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此外，南亲江教授还先后被评为二级教授、国家“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二）打造鲜明的特色是重点

每一个工作室都要努力发挥自身优势，突出特色，打造品

牌。要积极倡导“敢为人先、争创一流、崇尚创新、宽容失败”

的创新文化。通过创建活动的开展，使全员培训型工作室成为

学习技术的“大讲堂”、培养人才的“孵化器”；使现场攻关

型工作室成为项目的“攻关队”、岗位建功立业的“创新源”；

使理论研究型工作室成为企业科学发展的“智囊团”、团队建

设的“风向标”等。武钢快餐食品饮料公司成立了以国家特级

厨师姓名命名的“汤敏工作室”，在提高职工“舌尖上幸福”

的同时，坚持推荐家庭食谱，每期一品，深受职工青睐。

（三）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该模式以点带面提升学生技能水平，重点选拔职业素养好、

职业技能操作规范娴熟的高年级学生担任助教（小师傅），创

建“总教练统筹—骨干教师（师傅）主导—学生小师傅指导—

学生接受指导”技能教学机制，系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实践教

学师傅选拔、培养、使用、考核与奖励机制。实践证明，这种“小

师傅制”模式构建了师生共生发展的合作学习方式，师傅与学

生是情感、习惯的共同体，同济互助，有效实现了技能、知识、

情感的有效传递，全面提升了学生技能水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运行，创新工作室在生产过

程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但进步永无止境，仍需创新前行。

创新发展的职业教育工作室必将成为促进教师发展、培养优秀

教师的重要载体，也必将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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