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01　新时代教育·教学探讨62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工匠精神与职业能力在课堂中培养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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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代发展对人才需求也提出了新要求，在此过程中，需要对课堂教学精神进行深入研究。课堂教学需要对人才培养

保持充分的耐心，与此同时，课堂教学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模式的优化，从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人才培养也可看作一

个雕琢的过程，需要打磨，也需要注意方法，在时间的打磨与教师用心研究双重因素影响之下，所塑造的人才才能经得起社

会的考验，才能在现代化社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课堂教学也需要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学体系的构建。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职业能力，立足于社会要求，保持教育本心，实现真正的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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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竞争是企业最高层次的竞争。有文化的企业才是有
灵魂的企业，有文化的产品才是有品质内涵的产品。而制造
哲学和文化决定了制造品质，因此工匠精神在世界许多国家
都倍受推崇，德国人称之为劳动精神，日本人称之为职人气
质，美国人称之为职业精神。世界制造强国的形成与其对
工匠精神的重视密切相关。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的摇篮，要将工匠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才能培养更多的工匠
人才。

一、工匠文化的概念
工匠文化是社会或企业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在生产经营

和管理活动中创造并沉淀下来的具有工匠特色的精神和物质
财富，其与组织文化一样大致由三个层次构成：①表层物质
文化，包括体现工匠精神的厂容、厂貌、机械设备、产品外
观、产品质量、企业经营活动行为、员工举止言行等，这些
都是工匠文化的反映，是能被人感知到的有形文化，也是外
界评价工文化的依据；②中层制度文化，包括体现工匠精神
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等，是落实工匠文

化的制度保障；③核心层文化，是指不断追求品质完善
的匠人之心，其内涵由敬业、责任、认真、专注、精益求精、
创新等个性、特质要素组成，是工匠文化的核心，被称为工匠
精神。伟大的工匠就是靠着这些工匠品质与精神，坚持不懈，
不断精进自己的工作与产品，最终成为行业翘楚，而那些坚守
工匠精神的企业数十年如一日，亦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

二、工匠精神与职业能力在课堂中培养的有效策略
职业教育的办学目的是为社会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当前，我国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以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必须与企业
需求实现“无缝对接”，着力加强学生工匠精神培育。
（一）树立以工匠精神培育为导向的办学理念
我国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培育上应向德国、日本和瑞士

等国取经学习，培养人才对所从事工作的敬业乐业、对产品
质量的精益求精。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大而不强的窘境，
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依旧为短板；产业
结构不合理，制度环境待优化；产品质量问题突出，服务体
系不完善等。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正处
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制造业迫切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从依靠低廉的原材料、廉
价劳动力向提高劳动者素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
但是，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情况严重制约了我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这就需要重视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
有目标、有计划、系统地进行培养。工匠精神的内容涵盖技
能、态度、行为、素养等多个维度，每个维度的培养方式也
不相同。笔者建议根据工匠精神的内涵构建混合螺旋递进培
养模型，即职业技能培养采取迭代递进式、职业价值观培养
采取层次递进式、职业道德培养采取自然递进式、职业态度
培养采取激励递进式，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实现高技能人
才培养与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机统一。
（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职业教育要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前

提，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导向。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要
将工匠精神渗透到课堂教学中，使教学过程具有价值性和现
实性，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工匠精神。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科技创新是不断推动我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职业院校

应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建设、教育方式方
法改革创新，在教学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例如，建立
网络教学平台和课程资源库，建设在线开放课程，把线上的
课程与线下的课堂结合起来，培养学习自主学习能力；利用
微信、微博、微课等媒介手段全方面培育学生工匠精神。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人员，乃至所有教育从

业人员必备的情怀，更是职业教育的灵魂。弘扬工匠文化，
培养工匠人才是中国制造业、服务业提质量、创品牌的必由
之路。职业院校作为工匠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如何在教育
中融入工匠文化是其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离
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助力，以及学校的主动改革践行。只有政
府、企业、职业院校携手共进，发挥各自的力量，才能创造
适宜工匠文化发展的环境，更好地实现培养工匠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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