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 

 69

“工匠精神”教育融入高职思政教育教学的策略分析 
江吉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江苏省淮安市  223001） 

摘要：本文对工匠精神教育融入高职思政教育教学的策略进行分析，进首先介绍了工匠精神教育的价值，随后对其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应的教学策略。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思政教育质量，还能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对学生以后的职业发展有着重

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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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craftsman spirit education into higher voca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firstly introduces the value of craftsman spirit education，the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y. This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but also cultivates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tudents'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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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职业教育的受重视程度愈发提升，对学生素质的培养

要求也愈发严格。在这种情况下，思政教育的 展能够帮助学生端

正自身的学习态度，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形成健康的人

格。为此，教师需将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思政教育内容中，据此对教

学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这不仅可以培养出符

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还能为学生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工匠精神”教育融入高职思政教育教学的价值 
（一）有助于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高职院校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输送专

业人才，这使得社会群众对高职院校的教育水平十分重视。同时，

在高职院校教学中，思政教育的实施不仅可以推动学生的多元化发

展，还能教导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技术，为其以后的创业求职提供

助力，需要有关人员加以重视。另外，基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现

状，技术型专业人才总体而言处于匮乏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工匠精神对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1]。对此，高职院校

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并承担起培

养优秀人才的责任。这就要求校领导及教师积极推动思政教育与工

匠精神培养的有机融合，一方面，这对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在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过程中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进而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专业人才，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优质人才保障。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效果 

现如今，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在

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及标准逐步发生了变化。从实

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成果，但在人才培养

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作为培养专业型人才的重要场所，部

分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往往只重视对专业技术与技能的培

养，缺乏对职业精神培养的关注，甚至有的高职院校领导并未意识

到职业精神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2]。从当前的市场发展情况来看，职

业精神必然会成为评判员工专业性的重要标准，而工匠精神的培养

能够推动学生职业精神的形成，这使得其也必然会成为衡量人才专

业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高职院校教学中，工匠精神与思政教

育的融合能够为专业型人才培养策略的实施提供保障。 

（三）有助于发挥思政教育的育人功能 

工匠精神培养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高职院校教学中的重要部分，

且培养出具有工匠精神的专业人才也是高职院校的核心任务。但从

当前实际教学情况来看，大部分高职院校只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

培养，缺乏对工匠精神的关注。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学习水平的提升，

还会对其以后的职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学校应当加强对培

养学生工匠精神的重视，如在学生入学后的一至二年内，就采取相

应的措施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3]。另外，新入学的学生由于对社会的

认知不够深入，也没有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这使得学校若能推动

工匠精神的培养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就可以推动专业教学的高效

展，进而使思政教育的育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终实现思政教育

质量的提升。此外，从实践结果来看，思政教育的 展还可以实现

对学生职业精神与爱国情怀的培养，对其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促

进作用。 

二、“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制约因素 
（一）缺乏对思政教育的重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对学生意识形态的建设愈发重视，并在

日常教学中注重对思政理念的引导。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多数高职

院校的党建工作存在一定问题，如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不高，导致

其在日常工作中常会产生各类错误，对学生三观的形成造成不良影

响，这也不利于保障学生的先进性[4]。对高职院校而言，其本身的职

能在于培养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型人才，这使得多数教师会将技术培

训作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只关注学生技术水平是否提升，忽略了思

政教育的 展，且对人文教育的效果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种片面的

教学方式不利于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 展。具体而言，虽然职业教

育的核心内容是技能培训，但这并不代表思政教育不重要。若是教

师过于强调专业技能的实践教学，就会对人才培养效果造成不良影

响，无法为社会输送业务能力强、思想素质高的专业人才。 

（二）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脱节 

工匠精神培养讲究知行合一，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教师需引导

学生将自身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机结合，达成理实一体化

的教学目标。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工匠精神内涵的理解，还能使

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学习中。但从实际教学现状来看，这一教

学模式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究其原因，学校的课程设置不科学。通

常情况下，高职院校以三年制教学为主，实际的课堂学习时间较短。

因此，教师在实际授课中大多教授基础知识，很少在课外 展实践

教学，这很容易造成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不到位，且自身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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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够扎实， 终导致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出现脱节的现象。另

外，这一问题的发生还会导致学生无法正确运用自身的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致使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职能发挥受限。 

（三）教师对思政知识的理解不到位 

对高职学生学习来说，教师对思政知识的理解程度直接决定了

思政教学效果，这也是由当前教学体制决定的[5]。具体而言，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多数教师比较喜欢讲授自己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对其

他专业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使得专业教师对思政课程教学要点

不够明确，无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进行有效结合。这不但无法

对学生思想进行正确引导，还可能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走入极端。

另外，大多数教师认为思政课程属于政治教师的教学工作，在备课

的过程中很少对思政知识加以了解，这就导致其在日常教学中常会

出现偏颇，不利于学生思想素质的提升，对工匠精神的培养效果也

会造成不良影响， 终导致学生无法形成良好的思想及价值观，进

而给其以后的成长带来负面作用。由此可见，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还

需较长的发展时间。 

三、“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思政教学的策略 
（一）转变人才培养目标 

在高职院校教学中，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设置必须以社会发展为

导向，确保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得到满足。现阶段，我国社会已

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人才的要求也从原来的技能、专业单一发

展逐步向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方面推进，这也使得人才培养目标

相比以往发生了转变。为此，高职院校需转变当前的人才培养理念，

基于现行的思政教学改革，加快工匠精神培养的融入，为学生思想

观念的转变提供助力[6]。首先，对人才培养理念进行更新。对当前的

高职人才培养而言，教师必须以素质教育理念为导向，根据当前社

会发展目标调整教学内容，并更新自身的人才培养理念，从而培养

出有担当、创新能力高、职业精神良好的综合型人才。其次，转变

人才培养目标[7]。在新时期下高职思政教育的主要目标为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思想观念，并通过科学的方式强化学生的思想品德，并增

强学生的专业能力，为其以后的求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

在高职思政教育改革中，教师需以培养学生职业精神、道德及专业

能力为主要的教学目标，推动思政教育与工匠精神的有机融合。 

（二）创新高职思政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作为实现高职教学理念与教学目标的重要的载体，需

要随着时代发展与教学需求的转变而不断进行创新。为此，高职院

校需要对现行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合理创新，打造新型的思政教育

模式，从而推动思政教育与工匠精神的有机融合，实现对学生的全

面培养。首先，教师需以工匠精神为核心，打造特色课程。在新时

期下，工匠精神的培养能够集中体现高职学生的专业能力。在这种

情况下，为使学生的工匠精神得到良好培养，高职院校需以思政课

堂为载体，通过对教学模式的创新，构建具有特色的工匠精神课程，

如发挥学生的探索精神，提高学生专注能力的项目教学。在此过程

中，教师可将思政教育中的某一内容作为载体，通过项目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引导学生主动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专注

能力，并在教学内容总结出工匠精神的内涵。其次，教师可以工匠

精神为主题，创设对应的实践活动。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操

作能力，还能使其工匠精神得到良好培养[8]。例如，为培养学生爱岗

敬业的职业精神，教师可与企业进行联系，通过实施校企合作的教

学模式，使学生提前接触岗位工作，明确自身的职责。同时，企业

也可以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岗位，让其在岗位上完成对应的任务。由

此，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增强，工匠精神的培养效果也得以提升，

这对学生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在高职教学过程中，教学氛围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

体而言，良好的学习氛围能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端正学生的学习态

度，并实现对学生的全方位提升，这对其学习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教学氛围能够给学生学习带来

正面影响。因此，高职院校领导及教师需从日常学习及生活等方面

塑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可从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及校园环境等方面

落实。例如，学校可在校内设置宣传工匠精神的展示栏，通过宣传

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另外，学校也可以定期 展关于工匠精

神的专题讲座，增进薛恒度提工匠精神的了解。此外，其也可以通

过 展多样化的知识竞赛，并设置一定的奖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工匠精神得到良好培养，这不仅有助于

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为其以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我国职业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教师作为学校教学的主体，其专业能力直接决定了课堂教学质

量，对教学目标能否达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新时期，随

着高职思政工作的逐步改变，学校必须增强教师团队的整体专业能

力，以推动思政教育与工匠精神培养的结合，进而给学生带来高质

量的课堂教学。首先，学校需以工匠精神对师资团队进行整体调控，

帮助教师克服倦怠精神。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依托于教师团队

的专业素质，但固化、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很容易使教师产生倦怠

的工作心理，不利于职业教学的有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教

师的创新动力得到充分激发，学校需做好对教师团队的培养，可通

过实行人才激励制度，以定期培训、考核等方式，使教师主动对现

行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并在课余时间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从而

为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其次，教师需要以工匠精神拓展思政

教育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发展下，发展理念、目标等存在较大的

差异，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教师还应结合实际实际情况对教育理念及

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调整，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在工匠精神的指导

下对思政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调整。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对学生职业道

德的培养效果，还能提高其职业能力，对学生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 

结语 
在当前的高职教育中，教师需对思政教学的 展加以重视，并

引进工匠精神的概念，对现行的教学模式进行合理调整，以提高思

政教育的效果，为学生以后的成长奠定基础。由此，本文对工匠精

神教育融入高职思政教育教学的策略进行分析，通过渡期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转变人才培养目标、创新高职思政教学模式、

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等措施，从而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实现

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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