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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工匠精神培养路径分析与实践 

黄  颖 

山东协和学院工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7 

摘  要：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建筑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拉动经济内需

的关键，迫切需要一大批工匠型人才助力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作为我国建筑业“后备军”，通过培

育工匠精神，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与职业素养，更好地应对未来职业需求，为新时代建筑业的转型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本文以土

木工程专业大学生大学生为主体，运用文献归纳法与调查问卷法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当前山东某高校培育工匠精神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

外培育工匠精神的相关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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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一词是由我国教育家聂圣哲先生提出的，脱胎于

我国古代工程伦理教育。从先秦、汉唐到明清，工匠精神在我国社

会生产实践中得到发展和提升。正是由于这种精益求精、出类拔萃、

勇于开拓的工匠精神，华夏文明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长盛不衰。 

2021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人才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在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卓越工程师。

要培养这样的卓越工程师，就要不断地深化、迭代，不断交叉、融

合、裂变。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教育体系。培养出能引

领社会发展的新型工程人才，即以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

才。我国 2020 年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到：

“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

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新工科教育培养

的是我国面向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和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他们理应

具备良好的工程伦理素养。因此，在新工科建设推进过程中，工程

伦理教育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当代大学生工匠精神学习的现状与问题 

为了获得当代理工科大学生对工匠精神了解情况，采用现场调

研方式，以某高校土木工程专业为例，土木工程专业四个本科年级

在校生共 196 人。以工匠精神关注度、工匠精神接触来源、工匠精

神理解为调研内容，196 人全部参与调研，通过归纳分类，获取工

匠精神调研数据。对于工匠精神关注度，结合数据分析，2019 级、

2020 级普通本学生关注度均较低，占比分别为 15%、8%，高年级

（2019 级）学生比例相对（2020 级）增高，专升本学生关注度较

高，占比分别为 70%、46%；2017 级、2018 级普通本学生工匠精

神关注度提高，占比分别为 49%、32%，但比例仍不足 50%，总体

工匠精神关注度偏低，与新工科建设理念不匹配。通过问卷调查分

析，工匠精神在理工科大学生中存在感偏弱，关注度不高。 

可以看出，随着工匠精神的凸显，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同工匠精

神的价值，也基本具备践行工匠精神的意愿，从总体来看大学生工

匠精神状况呈现出良好的状态，但同时也存在部分大学生工匠精神

缺失的状况，具体来说： 

（一）工匠精神认知模糊 

一是对工匠精神的理解狭义化、简单化。认为工匠精神的主体

只限于工人，并将其简单等同于工人精神，是具有高超技艺的匠人

才具备的精神，这是很容易陷入的误区，难以摆脱工匠就是手工艺

人的刻板印象，将工匠精神局限于工人群体，没有发现工匠精神普

遍适用的特点。德国的质量至上，日本的匠人文化，中国古代的鲁

班造锯、黄婆织布，中国当代的载人航天精神、杂交水稻精神无一

不体现着工匠精神的普遍性意义。 

二是把工匠精神机械化。有些人认为工匠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

件事情的劳动，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完全不需要

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对工匠精神的刻板印象。创新理念从古至今一

直都是工匠生产实践必备的优良品质，从中国古代的钻、铲子、刨

子、曲尺等发明创造开始一直到当今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安全

着陆，工匠的发明创新从未停止，正是这些发明创造推动了社会的

发展进步，推动了中华文明不断向前。 

（二）勤勉学习态度不够 

无论在什么时代，高超的技术都是工匠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大

学正是学习的黄金时期，但大学生对于专业学习呈现出消极性和怠

慢性的态度，使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偏低，不利于未来工

作生活的发展。 

在学习上，部分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因缺少像高中时的严格管

理，在学习方面出现了懒惰成性、自由散漫的问题，学习专注力严

重下降，上课睡觉、看小说杂志、偷玩手机的现象比比皆是，更有

逃课、替课等不文明行为的产生。在实践中，部分大学生存在着专

业实践学习虚化的现象。工匠精神作为工匠在生产实践中所产生的

品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专业学习的实践对新时代大学生工匠精

神的培育十分重要。但部分大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实践呈现表面化的

现象，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拈轻怕重、贪图安逸的表现。 

（三）创新实践能力不强 

创新思维能力的缺乏也表现在大学生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方式，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任务也是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可言，

进而大学生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常常因循守旧，固步自

封。根据相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为 1.6%，

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坚持继续创业的仅有 44.8%。明大学生群体很少

有人有自主创业的想法，能够将创业想法付诸实践并继续坚持的人

也屈指可数。部分大学生虽然会产生一些创新想法，但由于当代部

分大学生的情感意志都较为脆弱，在将创新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

中，常常因为一些阻碍或是一些失败就失去了继续创新的动力，放

弃了创新的实践。 

二、国外工匠精神教育的先进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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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工匠精神研究较为成熟的国家主要是德国和日本。德国十

分重视工匠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在德国将工匠精神纳入双元制教

育体系，德国的教育体制更加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其教育体制不

但具有技术鲜明性和超前性，而且更加注重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

从而奠定一个工匠职业道路的基础。除此之外，德国工匠精神的培

育还体现在社会、家庭与教育相互配合，国家制定的行业标准，企

业建立的行业协会，家庭传承的工匠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渗透着工匠

精神。日本工匠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在制度和条例上，例如以高质

量家具工艺而闻名的秋山木业，日本宫内厅、迎宾馆、国会议事堂

等场所都在使用他们精良制作的家具用品，其所创立的培训学校中

制定的“八年制超级匠人培养制度”和“匠人须知 30 条”，都体现

了日本企业对工匠精神的重视以及对职员工匠素养的要求。根据国

外工匠精神的历史发展和一些国家对工匠精神的培育中可以看出，

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和国情来进行工匠精神培

育的，对此，我们应该加以合理借鉴。 

三、工匠精神融入新工科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依托课程思政培育工匠精神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对于培育和弘扬大学生工匠

精神有着重要作用，能够更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这就需

要做好大学生工匠精神的课程建设。 

1.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建设全过程 

强化大学生工匠精神，不能就“强化工匠精神”而生硬的培育，

而应该深入挖掘每门课程中所蕴含的工匠精神，并将其融入到课堂

教学的各个环节，例如教材编写、教学内容、教学环节、交流研讨

等各个方面，把工匠精神和课程教学紧密结合，紧紧围绕坚定大学

生理想信念，全面提升大学生素质的核心对大学生工匠精神进行培

育。例如以著名的专家和大国工匠的工作经历和优秀事迹或以本专

业的学科带头人为榜样在大学生中赞美工匠精神的榜样力量，或者

在工匠精神进入课堂中，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以专业知识分析中国制

造与欧美制造在不同方面的差别，分析工匠精神对于中国制造所产

生的意义，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国情世情，激励大学生走技能成才

的报国之路。 

2.建设高素质课程思政教师队伍 

教师是将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因素，必须加强提

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培训。一是教师要做到以身作则，在工作实

践中要更好的践行工匠精神，为学生作好表率，发挥教师的引领示

范作用，以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精神做好教学和科研。二是加强

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素质与

能力，强化对高校教师的培训。三是加强不同专业之间的教师交流，

通过教师之间的学习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将工匠精神更好的融入课

程思政的建设中。 

3.构建工匠精神课程思政新形式。 

高校教育要构建厚植工匠精神的课程思政体系，必须与时俱

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课堂组织形式，推动现代科学技术与教学

的深度融合，切实推动高校教育形式改革，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领

会工匠精神，践行工匠精神。一是要将网络思政教育与课程思政教

育紧密结合，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自媒体平台的力量，在官微及校

园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上定期宣传工匠精神相关信息，增强工匠

精神影响力。二是创新思政课程新形式，优化课堂教育模式，充分

发挥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新兴教育平台，开展情境式教学、探

究式教学等教学方式，使学生深入了解工匠精神的具体内容。三是

深化校企协作模式，拓宽学生的实践途径，利用企业实践提高大学

生的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的践行工匠精神。 

（二）建设涵养工匠精神校园文化 

积极开展工匠精神相关主题的校园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课余时

间里也能接触到工匠精神，并了解到有关工匠精神的实时内容，使

工匠精神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思想理论，而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触手

可及的。学校可以通过设置“校园劳动周”等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劳

动意识，并评选出每周的“劳模之星”激发大学生参与劳动的积极

性。为学生营造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校园氛围，充分发挥校园

环境对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隐性作用。除此之外，学校还应积极

开展学术论坛、学术讲座、主题征文、专栏、演讲等形式的校园活

动，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开展活动，丰富校园活动形式。 

（三）实践中践行工匠精神 

鼓励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专业知识技能大赛等，全面认识

和学习工匠精神。基于实验实训平台与工程实践，理工类大学生走

进施工现场，亲身感受施工现场氛围，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通过社会活动锻炼学生工匠素养，培养吃苦耐劳、专注负责的职业

精神，提升工科学生工程意识。 

四、结语 

工匠精神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宝贵

精神财富。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契合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求，既是提升大国工业竞争力的精神力量，也是提升新时

代劳动者综合素质的关键要素。本文立足高校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

需求，对工科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鉴

价值。本文对山东某高校工匠精神培育情况进行了调研，依据调查

访谈数据，总结了工科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

教育力度与协同性尚有欠缺，工匠精神实践教育缺失以及社会风气

的影响等方面。对工科大学工匠精神培育主要问题的调研与总结，

为有针对性的提出路径策略提供了依据。最后，本文从课程、校园

文化、实践三重维度，提出了培育工科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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