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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湖湘工匠”精神的高职校校园文化构建研究 
杨城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410100） 

摘要:校园文化作为工匠精神传承和弘扬的重要载体，要想更好的进行高职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就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和学校实际，
加强工匠精神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融合，通过工匠精神和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最终达到培养面向新时代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就湖湘工匠精神在校园文化的构建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分析，达到拓展高职校校园文化建设方
式，提升高职校人才培育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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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正式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迅速进步，
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因此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
来，更好的建设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需要基于当今时代
背景，精益求精的完善自己，通过提升自身实力、践行工匠精神，
从而更好的进行祖国的建设。 

而要想达到较好的建设效果，教育就成了关键，而随着“十三
五”的完成，我国社会已经悄然迈入了“十四五”的建设时期，根
据“十四五”的建设要求，如何进行高职校的教育、采取怎样的教
育方式进行校园文化的构建就成了广大相关教育工作者思考和研
究的问题。 

基于此，在查阅相关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工作实际，
就湖湘工匠精神在我国高职校校园文化中的建设展开研究。旨在通
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提升自己的理论教学能力，同时在另一方面
为湖湘工匠精神在高职校校园文化的融入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一、新时代背景下工匠精神的特点 

首先，就工匠精神而言，其起源于我国农耕时代，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从最初的手工业中开始出现专业掌握某一项技
术的手艺人，这就是现如今人们所说的工匠。工匠身上所表现的是对
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和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的精神。 

而“湖湘工匠”则指的是在湖南智造的背景下，将“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的湖湘文化与工匠精神所融合，
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一种精神-“湖湘工匠精神”。结合当前湖南的
文化和湖南省所贯彻的指示文件《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 2025)建设
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可知，“湖湘工匠”精神可以被概括如下： 

(1) “吃得苦”的专业敬业品行； 
(2) “霸得变”的坚持不懈品格； 
(3) “耐得烦”的精益求精品质； 
(4) “敢为先”的创新升华品性。 
因此，将“湖湘工匠”精神贯穿到高职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

可以从最细微处见到工匠精神的实质，可以在细节处发现工匠精神
的奉献精神和肯干态度，因此将“湖湘工匠”精神有机融入到高职
校的校园文化中，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还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培养学生的爱岗精神和敬业态度，从而使得他们踏出校园之
后，可以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
为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二、湖湘工匠精神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融合的必要性 

基于当前我国的发展实际和我国关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在高
职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湖湘工匠精神，是十分有必要的，工匠
精神的融入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实现高职校教书育人的
本质要求，同时也是进行当今时代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一) 校园文化建设是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 
首先，在高职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进行湖湘工匠精神的融入，

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可以使得学生具有精益求精的态度
和持续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高职校园作为培育学生成长和成才
的一个良好氛围，只有在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学生才可以以更
高的要求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同时，也只有在校园文化建
设中有机融入湖湘工匠精神，才可以使得学生从思维意识、职业素
养、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等方面高标准、严要求自己，最终达到锤

炼学生的工匠精神的目的。 
(二) 湖湘工匠精神的融入是实现高职校文化育人的本质要求 
在高职校的教育中，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应该注重

对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只有通过文化育人，才可以使得学生具有明
辨是非的能力，才可以达到对学生进行真善美培养的最终目标。 

因此，这对于既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又进行文化素养培养的高
职校而言，在进行校园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就必须关注对学生精神
层面的培养，而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在职业理念的教育中
有机融入湖湘工匠精神，使得具有历史积淀的工匠精神为学生的成
长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得湖湘工匠精神所具有的积极向
上和创新进取为学生营造更好的校园文化，最终达到提升学生思想
品质、培养学生行为习惯的目的。 

(三) 湖湘工匠精神的融入是我国高职校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
必然要求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历来具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是实际上，
相比于其他的制造强国，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还不是很明
显。而在当今社会，高职院校作为培养具有专业职业技能的一线技
术人才的摇篮，要想提升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就必须竭
尽所能进行高职校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在提升他们专业素养的同
时，还要加强高职校学生文化内涵的培养。因此，在高职校的校园
文化建设中融入工匠精神，通过湖湘工匠精神的融入，在潜移默化
中达到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学生意志品质、提升学生专业能力
的目的，从而更好的进行时代的引领和竞争力的提升。 

以上简单阐述了在高职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湖湘工匠精神的
必要性，下面将结合当前高职校校园文化构建实际，基于学生的实际
情况，展开关于湖湘工匠精神在高职校校园文化构建路径的探索。 

三、湖湘工匠精神与高职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合路径的探索 

(一) 从精神文化层面引领高职学生树立工匠精神 
高职校不仅是我国精神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还是我国当前培

养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摇篮，因此就读于高职校的学生不仅应该接
受到文化的洗礼，还应该获得良好的精神熏陶；而在高职校的学习
中，校园精神是学校文化的最高体现，是学校的灵魂所在。 

因此，要想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湖湘工匠精神，这就要
求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和教师进行精神的熏陶，详细
而言，要想使得湖湘工匠精神更好的融入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根据学校实际，开展以征集“校训”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强调湖湘工匠精神的融入，通过凝聚师生力量，达到深化高职校校
风建设的目的； 

(2) 依托国家政策和当地政府要求，加强与行业优秀企业合作，
使得优秀的企业文化和工匠精神走入学校，通过社会上具有极强湖湘
工匠精神人士的分享和交流，达到为学生树立工匠精神榜样的目的； 

(3) 基于学校实际，进行校内外素质教育基地的建立，着力将
学校打造成具有浓厚书香氛围的场所，从而达到在精神上熏陶学生
的目的。 

(二) 从行为上规范高职学生具备工匠精神的职业素养 
其次，在进行湖湘工匠精神的融入过程中，高职校还应该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从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入手进行湖湘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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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融入。通过在教风学风中严格践行工匠精神、
在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合湖湘工匠精神的方式使得学生
感受到湖湘工匠精神带给自身学习的乐趣，从而达到丰富自身阅
历、充实校园文化和有效促进学生成长的目的。 

(三) 从制度方面建设有利于湖湘工匠精神的培育机制 
最后，要想达到良好的高职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学校还应

该根据自身实际、基于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性的进行具有湖湘工
匠精神的制度文化建设，这不仅包含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也包含师生、员工对制度的落实和遵守。只有做到在日常的教学管
理中，有机结合湖湘工匠精神进行学生行为规范的管理和约束，使
得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湖湘工匠精神的精髓和优点，才可以达
到更好的打造工匠精神制度文化体系的建立和引领高职工匠精神
培育的目的。 

总结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要想更好的进行高职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有机的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湖湘工匠精神，高职校在日常的教学
工作开展中，就应该注重工匠精神的融入，通过立足学生实际、围
绕校园文化建设要求、响应时代号召，有机进行湖湘工匠精神的灌
输和融入，最终才能达到丰富高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高职院校高

素质人才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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