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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湖南高职

“芙蓉工匠”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徐立纯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高职作为一个社会应用型人才培养机构，在目前我国教育体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湖南的高职学校长期

以来围绕着芙蓉工匠开展人才培养任务，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和考研，发现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因为区域经济发展、教育资源、

社会贡献度、产教融合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高职教育还有许多有待提升的地方。契合湖南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角度下，如何才能

建立在多方联动基础培养一批具有芙蓉工匠精神的高职人才是当前必须深入考虑的。本文先阐述了湖南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对于芙

蓉工匠人才培养的需求、湖南高职院校芙蓉工匠人才培养现状分析这两个方面，然后又对契合区域产业经济的湖南高职院校芙蓉

工匠人才培养路径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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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匠精神是一个职业态度和精神内涵，他在很多领域都是

研究的重点，湖南是长江经济带中的重要节点，各行业在全新

市场环境下对于高素质服务工匠人才的需求有所增加，因此政

府和教育部门也很关注高职学校的建设。

一、湖南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对芙蓉工匠人才培养需求分析

湖南有着芙蓉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在东部沿海和中部过渡

带以及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相结合，经济发展区

域较为宽广，在长江珠三角不是当中是重要的节点，所以地理

经济位置比较优越。十二五期间调查 2015 年湖南的生产总值

高达 30,000 亿元，长期以来保持全国前 10，第三产业相比于

2010 年提高了 4.2%，近些年大力推行新型工业，改善高能源消

耗产业，推行农业现代化进步，粮食年总产量大概在600一斤，

农产品加工业早已经突破了 10,000 亿元，现在服务业发展速度

也比较快。可以说十三五期间是湖南改革的高潮，期间经济结

构得到优化工业和信息化融合水平有所提升，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致力于将互联网融合于各行业当中，因此对人才的

需求进一步提高。各高职院校结合芙蓉工匠人才培养计划，到

2020 年已经实现了高技能人才队伍培养人数达到 140 万人，所

以可看出传统产业升级环境中对于高职的技术型附中工匠人才

培养是必然趋势 [1]。

二、湖南高职学校芙蓉工匠人才培养现状

2018 年湖南省对已有的 70 家高职院校芙蓉工匠人才培养

进行研究，通过调查整理信息，其中 70 家高职学校增加了 131

个专业，撤销 77 个，现在的专业点多达 1000 多个。到 2017 年

的时候湖南全省高职院校总专业数量接近 300，省级示范专业

79，有些高职立足于湖南地方产业特色开设了不同的专业类型，

包括湘绣、湘瓷以及湘戏等。尽管近些年湖南省高职教育在服

装工匠人才培养当中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但是有很多专业

的设计出现了重复和重叠的情况，而且人才培养的数量和实际

地方产业经济发展需求不对应。据调查有接近 70% 的专业都集

中在经济核心区域中，也就是说高职院校把专业类型习惯于配

对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特色产业群，而某些湖南不具有

特色的产业在高职专业设置上就不对应，比如 2017 年的时候湖

南省的有关农林牧渔这几大专业只有42个，在校学生7000人，

和当地的 GDP 并不匹配，人才方面难以支撑产业未来发展。还

有一些高职学校设置了与本省区域经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专业

类型，这不仅会浪费人才资源还会让这些高职大学生毕业以后

就业困难。另外，芙蓉工匠人才培养在对社会进行服务的时候

贡献度不高，因为缺乏技术密集型专业设置，而且就算有部分

高校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但办学的情况差强人意，虽然很多专

业教学与社会有效连接，但高职学校的主动服务区域产业经济

观念不强，再加上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足还有人才培养材料

融合深度不高，这些都表示着当前湖南地区高职院校在契合去

产业经济培养芙蓉工匠人才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三、契合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角度下湖南高职学校芙蓉工匠

人才培养路径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路径，针对于湖南地区职

业院校开办了芙蓉工匠人才培养没有和产业的升级形成对应，

这就需要大力促进材料融合，构建新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政府从中宏观调控，协调学校和一些产业之间的合作，共同构

建针对于学生的实践训练基地，把专业对应产业，共享资源和

技术，以此来形成芙蓉工匠人才混合型培养模式。教师的专业

水平和个人道德修养对学生和教学有着深远影响，在培养芙蓉

工匠人才的过程中，高职学校需要在选拔教师的时候提高门槛，

日常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完善芙蓉公交人才培养和湖

南区域产业经济之间的契合，做好顶层设计，对职业教育的功

能重新布局规划。高职学校应当从整体角度上收集湖南区域经

济发展、市场动态以及政策，创新专业开设和办学，为人才的

学习和日后发展做好对应，使大学生在芙蓉工匠精神上得益于

提升，为接下来的步入社会岗位就业打好良好铺垫，从而推动

当地区域经济发展 [2]。

总结

综上所述，契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湖南高职芙蓉工匠人才培

养本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对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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