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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与工作室融合发展思政育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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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双高建设”以来，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校企合作走向更深、更实、更具专业

性和细分的阶段，从单纯的准员工培训、职业培训、项目合作等“学校+企业”的合作模式，逐步融入到学校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当

中。学生社团与企业工作室融合发展即符合校企合作的发展趋势，又蕴含丰富的思政育人资源，是学校育人、学生成长、企业发展

的“学校+企业+学生”的三方共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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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o the new era，especially since the "twin construction"，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entered a new 

stage，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deeper，more solid，more professional and subdivided stage，from pure staff 

training，vocational training，project cooperation "school + enterprise" the mode of cooperation，gradually into the 

core mission of khalid ent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 associations and enterprise studios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but also contain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It is a three-party win-win mode of "school + enterprise + student" of school education，student 

growth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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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工作室的特征 
工作室与职业教育的发展紧密相关，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工

作室诞生在现代职业教育的“模范生”——德国[1]。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有一家名叫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学校，为了应对产业发展对工

艺品艺术价值的冲击，将学校变成“作坊”式的师徒授学，工作室

和师徒制从此诞生。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多年发展，工作室

模式逐渐成熟，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领域，校企合作中工作室模式越

来越受到重视。2019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即所谓“双高计划”，文件对于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模式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企业工作室”的建

设发展，本文讨论的工作室即是从狭义角度理解的企业工作室。总

的来看，企业工作室有三个核心因素。 

第一，商业化的项目。即企业为实现自己的商业化的目标任务，

专门设计一整套工作流程，将人力、财产、物资、设备等资源组织

起来进行生产的过程，工作室的项目构成了企业生产的一部分。对

于学校而言，商业化的项目在教育资源的参与下，成为教育活动的

另一种形式，但在实践中，许多所谓的“项目”只是模拟环节，脱

离真实生产，而工作室的模式正好弥补了真实性缺位的劣势。在工

作室中，商业化的项目不可或缺，如果缺少了商业化的项目，生产

活动就无利润追求，企业就不会参与进来，学校和学生的教育活动

就始终与企业实践存在隔膜。 

第二，职业化的操作。作为企业生产组成部分的工作室，它围

绕项目的操作一定要具有职业性，否则就不能够实现企业的目标，

所以，工作室的运作往往具有职业化的特征，这对于学生而言相当

于先一步体验相应行业的职业熏陶，有着课堂所不能替代的教育作

用，因为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在工作室的运作中，岗位设置、职

责、操作规范、职业精神、团队意识等等，都不再是书本上的需要

熟记的文字，而成为是否能够完成项目目标的必备素质。 

第三，社会化的成果。生产要有产出，作为企业主导的工作室

势必要求工作室有所产出，如产品、方案、服务、技术等，能够满

足社会需求，而不是仅仅在学校中接受评价。工作室的社会化成果

对于企业而言至关重要，是工作室是否能够成为其生产组成部分的

重要标准，社会化的成果首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也是规范生产的需

要。其次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高校工作室的产出不能够违背

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范，也不应产出低价值的产品，如过时的

工艺等。 

二、高职院校工作室与学生社团的融合 
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工作室与学生社团融合的途径，如北

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实践中探索了“教师工作室+学生社

团”的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2]，不过他们的实践主要基于学校主导的

工作室模式，但仍然肯定了学生社团参与的必要性。通过走访调查

和文献研究，笔者发现大量的学生社团与工作室联系紧密，许多学

生社团承担了相应工作室的职责，甚至有些工作室是依托学生社团

建立。企业的生产活动是课程的一部分，是必要的一种“补位”，它

能够提供教育活动所没有的真实实践环境，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高职院校工作室与学生社团融合发展主要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人才融合。高校工作室的主要人员由学生构成，学生社

团与工作室的融合首先表现在为工作室输送人才。学生如何参与工

作室，对企业来讲影响着产生的效益，工作室用工关系并非企业内

部的典型劳动关系，因此企业难以适用自身的规则，而学校如果依

据教育管理的职能强制要求学生加入工作室又与学校教育活动不相

适应。因此工作室的人才选拔，必须尊重自愿原则，而自愿则基于

兴趣，学生社团本就是建立在学生自愿兴趣的基础之上成立的，通

过学生社团与工作室人才选拔直接建立联系，即节省了选拔成本，

又通过学生社团的兴趣精准定位了工作室的专业划分，相比于其它

选拔方式具有明显优势。在实践中，基于学生社团为工作室输送人

才也成为常见的融合方式。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在其机械创新社

团和技能工作室的发展中，即通过联系学生社团的模式构建起了该

工作室的人才生态[3]。 

第二，组织融合。工作室和学生社团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相

似的是，这两类组织都是在学校当中设立，并非企业内部的专业组

织，构成人员也是以学生为主，因此某些高校的学生社团和工作室



教育研究 

 136 

在组织方面高度融合，呈现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组织融合

样态，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新媒体工作室和学生社团一体化建设[4]，

无论是在学生社团中设立工作室，还是在工作室当中成立学生社团，

实现两者组织的深度融合的高校，在工作室的运作和学生社团的发

展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显示出组织融合的优势。相比于单

纯的人才融合，组织融合更符合发展的趋势。 

第三，项目融合。企业主导的工作室是依据项目生存的，没有

真实的项目，工作室就没有发展的动力，这些项目依据企业生产需

要，与学生社团可能存在并不一一对应的情况，因此，某些工作室

因为项目的变化，可能需要与更多社团进行联系，这时候融合的主

要途径则变成了项目本身。依据某些项目大致分类可以定位到数个

社团，多个社团与工作室的合作，基于项目本身的完成，学生社团

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工作室的特征。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的建

筑设计及建筑动漫创新工作室涵盖多个专业，参与的学生社团也较

多[5]。 

三、高职院校工作室与学生社团融合发展的思政育人内容 
企业工作室与学生社团的紧密联系，使得这部分学生社团更多

的接触到企业文化价值的影响，它既有积极方面的，比如团队精神、

创新意识、拼搏精神等等，但也可能会受到消极的影响，例如拜金、

享乐、个人主义等等。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企业的思想文化与学生思想价值碰撞不可避免，针对学生此类的思

想变化，思政工作必须做出应对，在高职院校工作室与学生社团融

合发展中做好思政育人工作。如何有效地开展思政育人工作呢？工

作室是企业主导的，这样的工作室才能够在校企合作的道路上走的

更远，他们对于参与进工作室的思政工作并没有利益的天然动力，

所以思政育人工作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着力。一是做好学生社团的思

政育人工作，如上所述，众多学生社团与工作室的联系更加紧密，

甚至高度融合，只不过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虽然工作室是企

业主导，但是学生社团是学校主导，思政育人工作可以通过学生和

学生社团进行，以此回应思想文化变化；二是直接跟企业合作，每

一个企业既有物质的生产过程，也有自己的精神生产过程，集中表

现为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和学校的文化之间如何融合共生，从

而提升工作室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宣传企业文化，也是企业所需要

的，因此，可以将思政育人工作融入到工作室的企业文化和校园文

化融合的工作中。那么，思政育人工作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通

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工作室存在非常丰富的思政育人资源和更

加真实的环境，更加有利于进行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和

劳模精神的培养。 

1.职业精神 

企业工作室的商业化项目、职业化操作、社会化成果，都集中

表现为典型的职业活动，工作室本身也作为企业生产的一部分，学

生参与企业工作室项目活动，也就参与到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具备

了良好的职业精神产生的环境和土壤。相比于课堂上讲授职业精神，

或者参与模拟项目感悟职业精神，或者实地参观企业生产过程等等，

都不如真实参与职业活动有利于职业精神的养成。浙江省湖州艺术

与设计学校通过校内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提高了相应专业学生的

职业素养，在工作室中，学生通过模拟的和真实的项目，“使学生在

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得到更多的职业体验，使学生置身于职业环境中

进而产生各种复杂的心理冲突和情感体验，这种对职业生活的体验

与感悟是塑造良好职业意识的土壤。”[6] 

2.工匠精神 

在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党中央梳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其中工匠精神成为第一批被纳入的精神，可见工匠精神本身

的重要地位。工匠精神的内涵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工作室的发展与工匠精神联系更加紧密，工作室最开始

的诞生就是为了追求卓越的品质，那时候的工作室的产品相对的就

是那些品质低劣的工业制品，因此在众多艺术设计院校，工作室的

设立数量和质量都要多一些，因为艺术设计领域对于“大师”、“工

匠”等更加看重。所以，工匠精神与工作室有着传统的渊源，更加

便利工匠精神的养成，同时，工作室作为企业愿意抉择为其生产的

一部分，学校对企业最大的吸引力不是不变资本，而是可变资本，

即人，所以高校的工作室常常注重优秀人才的培养，对人的重视更

加有利于工匠精神的养成。 

3.劳动精神 

劳动精神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当中的精

神，它的内涵是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劳动

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

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7]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劳动的崇尚和热爱是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

重要内容。在工作室中的工作，也是劳动实践，学生参与其中，亲

身体会到劳动成果对社会他人的贡献，有了这样良好的基础，思政

教师再对其进行劳动精神教育，效果就会很好。 

4.劳模精神 

劳模精神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当中的精

神，它的内涵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

名利、甘于奉献。劳模精神是劳动精神中的模范代表，有着更高的

要求，是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努力达到的高度。在工作室中，平凡

不一定就不是模范，在 2021 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平

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中国邮政的普通员

工其美多吉的事迹就曾感动全国。学生们在工作室的工作也许会感

觉到平凡甚至枯燥，也许会受到升职加薪的职场压力和不正确的追

求攀比心态的影响，这时候要用正确的思想来引导他们，教会他们

在平凡工作中感悟伟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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