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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时代意义研究 
◆徐  晓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我国工匠精神历史悠久，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具备工

匠精神的工匠型人才更是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曾有“鬼
斧神工”“叹为观止”等语言来形容匠人们高超非凡的技艺。正
是工匠型人才们不懈的追求助推了古代文明与发展。然而，受到
古代职业十等分的社会观念影响，加之工业革命后，手工业逐渐
被机器化替代，曾经占有一席之地的工匠群体开始没落。 

随着社会发展，职业观念不断更新，职业平等理念被广泛认
同，加之国家极力提倡与宣传工匠型人才的作用体现与重要意
义，无形中工匠所包含的地位得以大大提升。显然，新形势下，
传承、弘扬、践行工匠精神，培育工匠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
义。 

一、工匠精神的国内研究与梳理 
随着工匠精神的回归，学术理论界对其的探讨也越来越多，

工匠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与内涵。 
国内对工匠精神培养的研究有所增加，在现有的研究成果

中，已有不少学者对工匠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中，学者于洪波和马立权认为工匠精神的内涵应是四种精神的
统一，即“一丝不苟的制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知行合
一的实践精神、求富立德的创业精神。”①黄君录则认为工匠精
神是“专业专注的敬业精神、千锤百炼的品质追求、一丝不苟的
职业态度、挑战自我的创新精神。”②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指出
工匠精神主要内容包括：“高度认同、敬业乐业的精神，专注专
一、全情投入的精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③学者张
迪则认为“工匠精神不是墨守成规更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在传统
工艺或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孜孜不倦的执着追求， 是
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敬意，更是当今社会中一份品质的坚守，是传
承与创新最完美的结合。”④  

从概念内涵不难发现，工匠虽是现代社会之前的一个群体，
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工匠身上所拥有的精神品格却愈
发重要。 

二、工匠精神的国外借鉴与比较 
近几年就工匠精神研究中，学者们对国外研究也有所增加，

但大部分集中以德国日本这两个典型国家为例。研究德国和日本
工匠精神发展与传承，以及人才培养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对比和
借鉴意义。 

“德国制造”曾经也是低端产品的代名词，但是从“山寨大
国”到制造强国，德国仅用了一百年。德国不仅工匠精神取得如
此成效，对青年人的培育更是有着独特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双
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在德国推行数年，为培育学生的工匠精
神奠基和助力，更为德国工匠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与中
国年轻人为了逃避生产第一线考大学不同，德国年轻人则愿意做
工人。显然，这与德国近百年来工匠的地位，对工匠的重视程度
息息相关。 

日本也是一个崇尚知识技能的学习型国家，并注重在细微处
下功夫。而其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也与日本的高校教育密不可
分。在日本的职业教育中，始终要求并引导学生设立清晰的职业
目标和发展方向，即高超的技能、敬业的精神以及对职业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对于青年学生来说，除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
识，还需要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今后打下良好的职业基础，
有效促进职业目标和职业理想的实现。 

显然，研究德国和日本，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均有着一种精
神来支撑经济发展，这就是工匠精神。同时，也给予我们一些教
育启示，即工匠精神的弘扬与传承，离不开人，重点在人才培养，
不但是技术技能，更是一种职业素养和精神品格的培育与塑造，
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弘扬传承匠人文化，培育匠心匠人
责无旁贷。 

三、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时代意义 
（一）培育工匠精神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时代呼唤 
2015 年，我国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提出《中国制造 

2025》，指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
到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中国制造业整
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
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已然作为
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全球发展的关键力量。
然而距离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要想提升制
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必须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
质劳动者、技术技能型人才，即要有专业的知识技能，更要有高
度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不仅追求技术创新，更要将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精益求精、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新时代工匠精神融
入到人才培育中，发挥核心推动力。作为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关
联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承载着为培育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的使命。在加快制造强国建设过程中，要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
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就要从职业教育抓起，使其成为工匠精神
培育的起始地。显然，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工匠精神至关重要，
这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时代呼唤。 

（二）培育工匠精神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崇高使命和责任
担当 

2006 年，国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
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
技能人才的使命。”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
系中的重要位置，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适应
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培养数以亿
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2015 年，教育部《关于深
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
“把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积极探索有效
的方式和途径，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职业精神培育机制，重视
崇尚劳动、敬业守信、创新务实等精神的培养。”作为技能人才
培养的摇篮，高职院校不仅要重视技术水平的层面，更要教育引
导学生牢固树立立足岗位、增强本领、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
业理想与职业使命，并体现新时代工匠精神，成为工匠精神有效
落地的起始点。显然，培育工匠精神不仅是高职院校实现自身跨
越式发展内在需要，更是人才培养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 

（三）培育工匠精神是高职学生个人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 
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制造”如

何更高效地朝着“中国质造”、“中国智造”转型升级，高素质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无疑是关键。而这种局面也影响着企业对人才需
求的转变，越来越看重毕业生除技术技能之外的职业素养与职业
精神，这无形中也影响着青年一代的自我要求和发展目标。职业
素养的提升对于学生全面发展，实现顺利就业，成功创业必不可
少，而职业精神的提高有助于学生爱岗敬业、专注创新，精益求
精。显然，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培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明确的职业
理想，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掌握社会必备的职业知识和技能，
做好职业准备。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前社会面临的就业结构
性难题，能更好帮助用人单位和高职学生之间搭建起沟通、互信、
融合的就业平台，降低了高职学生的就业理想与社会现实的落
差，缓解就业意愿和就业现实的矛盾，使高职学生更好地融入岗
位，脚踏实地，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所以，培育工匠精神
更是高职学生个人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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