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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培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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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化发展，各行各业的整体发展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各个行业对于优秀人才的

迫切需求问题越来越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高等职业教育这一阶段就如何能够更好地加强工匠精神的培

育和教学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相关教师在进行实际的教学创新过程中引发更多的思考，为促进学

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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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cale of 
all walks of life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outstanding talents in various industrie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how to better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and teaching of craftsman spirit at the stag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oping to help relevant teachers to trigger more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teaching innovation. It plays a paving role in promoting students’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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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职院校作为我国整体教育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社会的各个行业持续不断的输送着技术型人才，
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学生群体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内容。
而为了能够更好地在实际高等职业教育中进一步实现对于工
匠精神的培育质量，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优化自身的教学理
念，通过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工匠精神培养思路和教学技术应
用途径作为自身的工作参考，同时针对目前整体教学工作开
展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和优化，从而最终能
够为学生的整体核心素养提升起到深远的积极促进作用。

二、高等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养的影响原因
（一）工匠精神的重视程度仍需提升

由于在实际的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长期以来
的传统文化对于高职学生产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讲
话学习思维影响。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学生更加重
视对于理论教材知识的学习和引导，而对于一些专业技能的
教学引导工作开展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互联网。并且由于传
统观念当中有关工匠的整体社会地位认同感相对较低，因此
学生群体对于自身的工匠精神培养也往往呈现出一定程度的
抵触和抗拒心理。［1］除此之外，一些高等职业教师也呈现出
对于专业教学中工匠精神培养的重视性不足，因此在实际的
课堂教学引导过程中并没有针对学生的工匠精神进行充分的
引导和培养，同时也在另一方面与学生和学生家长形成普遍
的共识和认知，更多的引导学生从事脑力劳动和相关管理工
作。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高等职业院校对于操作实践
类教学内容的引导和提升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与国家
目前需求量最大的相关人才培养方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最终造成了学生群体和企业之间的人才输送和岗位实习出现

越来越大的矛盾问题。
（二）教育体制的结构性仍需优化
由于目前整体的教育体制造成了大部分学生需要在不同

的教学阶段被不断地分流，但是由于社会整体的求学观念引
导学生更多的朝向理论知识和基础教育不断发展。这样的教
育体制结构性矛盾不仅影响了学生和家长在实际学生教学阶
段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同时也对于已经进入高等
职业教育院校的相关学生产生了错误的发展方向引导。这样
的实际情况不仅大大抑制了学生对自身职业实践类教学工作
的学习和提升质量，同时也会造成学生自身的学习和发展定
位出现严重的偏向问题，最终造成毕业之后的整体就业发展
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现较大的差异。［2］除此之外，由于高等
职业院校的整体发展过程与地区内部的相关教学方针特点息
息相关，于是不同的高等职业院校往往需要与地方政府的教
学引导方向进行全面配合，并加强与区内的相关大型企业进
行深度的合作和拓展。在这样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
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人员往往为了能更好地提升整体院校的
就业率和人才输送的实际质量，往往更多的开展收益高见效
快的短期职业教育培训。这样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学
生的毕业就业率，但是短平快的就业发展往往与自身的专业
能力产生一定的差异，最终不仅影响了学生的长远发展规划，
同时也让学生没有在实际的教学引导和实习工作中认真提升
自身的工匠精神。

（三）整体的院校办学模式仍需优化
在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越来

越严重的人才需求影响，整体高等职业院校的管理人员，往
往将自身的工作侧重点集中在对于整体院校教育工作的市场
化推进。这样的实际情况虽然能够更好地增加整体职业院校
的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但是盲目的扩大招生不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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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院校师资力量和相关实践教学设备出现一定程度的短
缺。这不仅大大影响了整体学生工匠精神和实践教学思想水
平的有效培养，同时也会在另一方面影响学生对于自身专业
内容的学习热情。除此之外，由于市场中往往会出现需求量
极度紧缺的紧俏行业缺口，因此院校管理人员往往会针对这
样的热门专业进行单独的扩招和拓展，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
导致高职学生扎堆报名在热门专业，从而加剧了后续相关就
业发展的实际难度。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冷门专业的实际招生
质量进一步下降。最终不仅影响了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
性，同时也容易造成学生群体对于自身工匠精神的进一步缺
失，最终影响了自身在实际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开拓性和稳定
性。［3］另外，由于整体高等职业院校中对于教学质量的整体
评价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实际情况也造成
了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实践操作教学引导工作并不能够得到
有效的监督和引导，最终不仅使得整体的教学内容质量进一
步下降。同时也在另一方面由于难以形成完整的专业技能教
学体系，这种使得工匠精神的培养工作流于表面，并进一步
影响学生群体在学习和就业发展过程中产生浮躁僵化的不想
学习习惯。

三、高等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培养途径优化
（一）有效加强工匠精神培养工作的重视程度
为了能够更好地在高等职业教育工作中有效加强工匠精

神的培养质量，相关高等职业教育院校首先应当打破师生群
体的传统观念，主要更好的客观理解工匠群体的实际社会地
位。这样的工作内容开展，不仅能够更好地提升师生群体的
工匠精神培养重视程度，同时也能为后续的相关教学引导工
作开展起到深远的铺垫作用。除此之外，院校管理人员还应
当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有效沟通，从而更好地在市场人
才引进平台其他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于工匠精神的多方面要求，
并在实际的社会各个行业发展过程中努力营造对于技术工人
和手工职业等岗位全新认识，同时结合当代工匠的典型人物
和相关发展故事进一步加强对于工匠精神的全方面渗透和引
导。这样的工作内容开展不仅能够为促进学生在实际进行高
等职业教育的学习过程中起到更为深远积极的正向引导，同
时也能够在另一方面为有效加强整体工匠精神的思想渗透和
全面落实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4］例如，在整体的职业发展
过程中，国家为了对于建筑工程领域的工匠精神进行全方位
的表彰和引导，通过设立鲁班奖的相关评选标准和机制来进
一步加强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实际质量，最终
不仅为进一步强化整体企业的质量控制和施工标准起到有效
的影响力。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管理人员也可以遵循着这样的
引导和培养思路，通过设立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相关校级奖
励制度来进一步鼓励学生针对相应的工匠实践操作素养进行
全方位的深入提升。这样的工作内容开展，不仅能够为促进
学生的实际专业实践水平和后续的实际就业发展起到有效的
推动作用，同时也能够在奖励机制的推进和引导过程中帮助
学生潜移默默地理解和加强工匠精神的实际核心实质。

（二）进一步加强教育培养体制的结构性优化
为了能够有效促进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过程中对于工匠精

神的培养质量，相关院校管理人员还应当进一步加强教育培
养体制的结构性优化，这不仅体现在高职院校作为我国教育
改革工作开展的前沿阵地，同时整体高职院校与市场人才培
养的实际需求和整体趋势呈现出更为全面的深度融合。在实
际意义的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院校管理人员首先应当
从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对于工匠精神培养工作的重视程度，从
而更好地将工匠精神纳入到自身院校管理和人才培养的实际

方案中。这样的工作内容优化不仅能够结合工匠精神的相关
教学实质内容进一步加强技术技能型学生人才的素质培养质
量，同时也能为全面塑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整体学习和就
业价值观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5］除此之外，在实际进行培
训实践教学课程的引导过程中，相关教师也应当进一步加强
工匠精神的有效渗透和深度影响，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在实
践过程中的细节注重和坚持不懈品质塑造，同时也有助于相
关专业教师进一步发挥自身以身作则的相关作用，从而有效
实现整体实践教学课堂质量的全面提升。

（三）进一步加强工学结合的教学培养模式
在实际的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目前学生

在实际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内容的学习过程往往相对较
为割裂，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实际应用和结合质量仍然存在着
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学生的实际综
合素养水平不能够得到全面培养，同时也对自身未来的就业
和深度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为了能够更好地优化这
样的实际问题，并全面深入结合教育工作中工匠精神的培养
内容，相关院校管理人员应当进一步加强专业教学中的工学
结合培养模式创新，从而不仅能够以企业的相关实习和引导
工作为主要核心，同时配合院校的理论知识内容学习，最终
形成校企合作培养的全面高效培养新体系。在实际的工作开
展过程中，相关院校管理人员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管理人
员的合作和交流，从而更好地引进企业的相关奖学资金和实
训设备资源作为培养学生实践教学内容的基础，同时也在另
一方面选派其内部的专业工程师和相关高级技术人员与学生
进行深度的讲座交流。除此之外，院校管理人员也应当充分
鼓励学生群体分批进入企业内部进行周期性的实习教学工作
开展，从而不仅能够引导学生在实际的岗位工作过程中实际
感受到工匠精神的内容实质，并将其精神内涵与自身实际的
学习和工作内容进行深度的融合，最终形成自身独特并且积
极正向的学习和职业观念。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学生不仅自身处在身心发展的黄金

阶段，同时也是未来各个行业深远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影响力
量之一。这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年轻人才全方位培养的核心
要素指导下，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教学主观能动
性，从而更好地将工匠精神作为整体教育引导工作的主要核
心思想之一，并在实际的课堂教学内容中进一步加强工匠精
神的有效渗透。帮助学生提升自身的学习和实习工作的观念，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为保障国家在人才素养水平方面的实际需
求得到满足做出重要的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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