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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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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431） 

 
摘要：高职院校是企业工匠的摇篮，如何培养匹配企业需求，能够与企
业无缝对接的具有“工匠精神”的高品质人才，是高职院校需要认真思
考、解决的问题。同时，工匠精神的培育也将对改善高职院校学生培养
现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对将工匠精神嵌入思政教育、融入校园文
化、注入学生生活习惯等培养方式的探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工匠精神；高职院校；学生培养 

 
 

一、高职院校学生学情及培养现状 
（一）高职学生学情现状 
近年来，随着本科院校不断扩招，高职院校生源萎缩严重，

录取分数不断下降，这确实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生源质量”的下
滑。目前，高职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动力匮乏，意志力薄弱，自信
心不足等问题。甚至有一部分学生自我定位低，消极懈怠情绪严
重，自我约束力差，出现游戏成瘾等问题。 

（二）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趋同 
虽然当前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竭力描述在培养目标、

发展途径等方面与本科院校的区别，但现实培养过程中，无论课
程计划还是教学过程都与本科教育存在着极大地趋同性。“理实
一体化”、“产教融合”等均不是高职教育的特色与特权，本科教
育都在做，区别仅在于高职教育在一个浅层次上开展，本科教育
在一个更深层次上开展，因此导致在社会竞争中，高职学生相较
于本科学生处于竞争弱势。 

（三）深入探索高职学生特点，因材施教 
只以“成绩”这一个维度来评价“生源质量”，是片面的，

不准确的。低分不意味着低能，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每个人都
是天才，但如果你以爬树能力来评判一条鱼，他将一辈子相信自
己是个笨蛋。”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其适应的社会角色，并在其角
色中创造社会价值。高职教育应当做的就是深入探索学生特点，
根据学情现状，因材施教，培养出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德艺双
馨”的大国工匠。 

二、用工匠精神充实高职学生的灵魂 
（一）工匠精神的重要性 
秋山利辉先生在其所著《匠人精神》一书中概括匠人精神为

“先德行，后技能，己成则物成。”这与我国古代“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的思想异曲同工。那么何为“本”？“本”即为“发
心”与“愿力”，通俗一点说就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以及“怎
么做”。听起来简单的道理却是远行者必备的初心，只有把这种
精神内化为灵魂的一部分才能做到无怨无悔、持之以恒、精益求
精。 

（二）工匠精神对高职学生的重要意义 
在校期间，一个学生不可能学成终生够用的知识与技能，因

此我们的教育应当是一个“播种”的过程，教育过程应注重学生
专业素养与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未来厚积薄
发，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针对目前高职学生学情现状，若要学
生不断内生动力自我学习，“工匠精神”就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精
神配置。 

（三）打造工匠精神的培养皿 
用工匠精神充实高职学生的灵魂并不是一件依靠倡导就可

以完成的易事，它需要适宜的培养环境。以高职院校为主体，将
工匠精神渗透进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加强对教育细节的设计，
使工匠精神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当然，在现代学徒制背景下，
校企合作不断深入，企业的示范对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也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家长的引导教育也尤为重要。当前很多高
职学生的家长对于孩子“匠人”的定位不十分认可，学校应当将
对父母意识的引导纳入教育环节之中，通过互联网手段，以定期
为家长开授专题讲座、慕课等形式使家长首先扭转“人才观”，
对学生形成正面的影响。校、企、家合力打造工匠精神的培养皿。 

三、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方法探究 
（一）将工匠精神嵌入思政教育 
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浮躁的社风对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期的大学生影响很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构筑大学生
精神堡垒的一道至关重要的防线，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将工匠精神嵌入现有思政教育体系，既可避免单独打造“工匠精
神”课程的麻烦，避免对工匠精神的宣导流于形式，又能丰富现

有思政教育内容，使思政教育更“接地气”。然而，为了应对千
变万化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工匠精神的嵌入形式应当符合当代
大学生审美及需求，除了嵌入思政教育的课堂教学过程，还应采
取更加多元化的形式。 

（二）将工匠精神融入校园文化 
文化育人润物无声，是教育的至高境界。将工匠精神融入校

园文化，对培养对象潜移默化地熏陶将对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
深远的影响。工匠精神融入校园文化体现在： 

1、尊师重教。在大谈特谈“人权”的社风下，很多学生把
教师正当的纠错教育理解为“难为”，自古以来学生与老师，学
徒与师父之间的敬重之情日益淡化。然而，“尊师”却是“工匠
精神”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学生只有心怀感恩，才能专注于学
习与技艺的传承，而老师对学生也应不吝于施爱，才能胸怀坦荡
地传道、授业、解惑，为学生树立行为示范。《匠人精神》一书
中提到一流“匠人”的三个阶段：“守”、“破”、“离”，“守”就
是说学生首先应当向师父学习、模仿，传承技艺后进入“破”的
阶段，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想法，接下来在“离”的阶
段，继往开来，创造自己的新境界。社会发展多数情况下不是颠
覆性的，而正是这样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那么尊师重教，就是
起点。 

2、活动育人。校园文化当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为载体。
借助文体活动、竞技类比赛、志愿者行动等向学生宣导自尊、自
爱、自信、自强、坚持不懈、勇于拼搏、乐于助人、有社会责任
感等正能量主流思想。使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感知并积极思考，逐
渐形成一个成熟而完善的人格。 

3、环境育人。文化的渗透作用还体现在文化氛围渲染上。
高职院校的走廊里不应当跟风本科院校悬挂爱因斯坦、牛顿等科
学家的画像，而应悬挂鲁班像，因为高职院校的学生培养定位从
来都不是科学家，那么就不应当给学生一种偏差的价值导向。另
外，在凉爽的夏日傍晚，校园的电子屏幕上可以播放《中国正在
说》、《中国建设者》等正能量的视频，形成一种潜在的价值引领。
母亲节的傍晚，可以播放《妈妈再爱我一次》等震撼心灵的电影，
唤醒学生心底的真善美与感恩之心，这是铸造工匠精神的核心力
量。 

（三）将工匠精神注入生活习惯 
工匠精神并不是一种独立而高深莫测的思想境界，它是一流

“匠人”必备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将能幻化为前进道路中的内
生动力，成为坚守品格的关键性习惯。 

1、礼仪教育。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但是在文化形态
多元化、国际化的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更多地去追逐潮流，却忽
视了本土的礼仪文化。要加强对学生文明礼仪教育，这能够培养
学生的亲和力，并且有助于学生未来成长为一名举止得体的“匠
人”。 

2、打扫整理。在父母的庇护与宠溺下成长的孩子们，往往
缺乏打扫整理的意识，而打扫整理往往有助于条理性思维的形
成。学校应当对学生衣着等进行规范化要求，对学生的内务等进
行严格管理，尤其在实践课程讲授过程中要追求规范化、完整化，
不能仅重视专业课程的讲授，还要注重学生关注细节、打扫整理
工作现场的习惯培养。 

3、组织晨练。目前，熬夜几乎成为当代青年的普遍性生活
习惯。组织晨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增强体质为未来工作积攒一
副好身体，还能通过集体晨练提振精神，培养集体意识，使学生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职教育中重视对于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有助于学生优秀品格的养成，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企业需求，
有助于切实提高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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