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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工匠 

精神培养途径探索与研究 
◆王中应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院交通分院  浙江省绍兴市  312000） 

 
摘要：本文通过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教学内容的设计和

教学过程的实施、建设“双师型”团队、建设校园文化、施行现代学徒

制和教学效果和评价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入手，研究高职院校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专业人才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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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已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工匠精神”是指工匠
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更完美的精神理念。体现着
匠人精心制作、打造产品的理念与追求，并对最先进、最前沿的
技术进行不断地学习，创造出更多的成果。工匠精神的目标是打
造本行业最优质的、其他同行无法匹敌的卓越产品。概括起来，
工匠精神就是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
至上的服务精神。如今，一方面，我国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非常旺盛；另一方面，体现出全社会对“工匠精神”的推崇
和重视。“中国制造”需要“大国工匠”。目前，“大国工匠”紧
缺成为“中国制造”的软肋，而培养“工匠精神”是中高职院校
的时代使命。 

高职院校汽车专业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千千万万的高
素质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技能型汽车人才，要求他们理论基础扎
实，技能技巧娴熟，工作态度积极、爱岗敬业、行为严谨细致。
本文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等国外工匠精神人才培育模式，
参考国内高职院校较成功的培育模式，通过从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体系的构建、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过程的实施、建设“双师
型”团队、建设校园文化、施行现代学徒制和教学效果和评价体
系的构建等方面入手，研究高职院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工
人才工匠精神培育途径，探索出适合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
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工匠精神人才培育的新模式。 

一、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工匠精神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的构建 

首先需要充分地进行岗位调研，了解行业领域的发展状况和
岗位工作核心技能需求，校企合作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标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将企业各岗位所必须的职业素
质作为一项重要培养目标，确立人才培养方案和构建课程体系，
融入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证书内容进行课程内容设计。通识课
程、文化课程为培育“工匠精神”打下基础。专业课时，重点从
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岗位适应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入手，强化
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同时也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责任心。 

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工匠精神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
和教学过程的实施 

在培育工匠精神教学实施过程中，要与企业生产过程相对
接，即产教融合。在教学活动中，树立能力本位思想，突出学生
能力的培养，强调学校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不仅指操作
技能，还要包括在社会上就业、适应、竞争和发展的能力。把职
业道德、人文素养融入贯穿培养的全过程，使学生的“文化底蕴”
在脑海中不断生根发芽，潜移默化地让他们了解工匠、了解对工
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产生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的
精神的内生动力，达到熏陶“工匠精神”的目的。使每个环节的
设计、组织、实施都融入工匠精神，让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的过
程中将工匠精神潜移默化地铭记在脑海中。 

三、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工匠精神“双师型”团队建设 
工匠型师资队伍是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保障，专任教师

到汽车维修企业，选择技术含量高、技巧性较强的岗位，通过一

师一企一岗位的方式，与企业的师傅合作，通过参与企业实际项
目开发，提高专任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并结合生产实际，将企
业生产项目进行教学化改造，转化为校内实训教学项目，提高教
师项目式课程的开发和建设能力。聘请企业的技术能手或大师参
与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兼职教
师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指导学
生毕业设计、与专任教师合作授课等方式，使名师的风采感染学
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工匠精神校园文化建设 
将工匠精神引入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内营造出学生要以

“劳动为光荣、技能为宝贵”的校园文化氛围，在提升职业院校
内涵建设的同时，学生无形中会受到“工匠精神”的熏陶。提高
人们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把工匠精神中的坚持不懈、永不言
弃、奉献精神巧妙地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进行融合。 

五、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工匠精神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的实施，可以使“工匠精神”得到大力

弘扬，是工匠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学徒制是一种在实际工作过
程中以师傅的言传身教为主要形式的职业技能传授形式，培养学
生用专业立身、用敬业做人的工作精神。顶岗实习、订单培养、
现代学徒制是职业院校职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手段和必备环节，是
按照职业能力递增方式进行的。 

六、以“工匠精神”为标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学
效果和评价体系的构建 

在课程评价的过程中，应建立操作步骤质量评价体系。考核
方式上改变以笔试考核为主的形式，应根据课程特点灵活采用笔
试、设计、论文、实操等多种形式，除了将基本的学生课业、课
堂表现、出勤状况等计入学期成绩外，考核内容中还应加入对学
生职业素养的评价，即对学生自学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等方面给出相应的成绩，并以一定的比重计入期末总成
绩，实现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兴
趣，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与实践，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学生
的“工匠精神”培养奠定基础。引入企业评价，将企业对学生的
评价作为校外实习课程的评价主体，按照企业对“工匠”的要求
进行评价，以此作为期末成绩。 

“工匠精神”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值得塑造的价值
观，是优秀文化的历史延续。工匠精神既立足于职业教育又高于
职业教育，是每一位技能型人才不断努力学习、为之奋斗的、终
生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将其渗透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之中，不
仅是职业院校加快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前提基础，也是企业、行
业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每一位技能型人才自身实现人生价
值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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