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有三层含义：首先是以热爱劳动、专注

劳动、以劳动为荣的劳动精神，人民通过劳动来创造

价值，鼓励人在劳动中体验升华人生价值，通过劳动

实现自我价值或人生价值，这是工匠精神的本质内涵；

其次是一种职业奉献精神，引导人们在劳动中提升技

艺才能，爱岗敬业，为行业发展奉献自我；最后是新时

代一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认真钻研创新精神。在

“大国重器”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工匠

精神以奉献、精益、专注、创新四个关键词开始进入

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

二、 高职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现状调查

( 一 ) 调查对象

以娄底潇湘职业学院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其中

参与调查的学生共 437 名，分别来自虚拟现实技术应

用、体育教育、建筑工程技术等不同专业。

( 二 ) 调查内容

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了解本校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

识现状。

( 三 ) 调查目的

通过调查，反映高职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状况，

并为研究提供相关数据。

( 四 ) 调查结果与分析

2022 年 4 月，对相关学生发放 437 份电子版调查

问卷，并全部回收，其中有效问卷 437 份。在调查过

程中，问卷制作者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的视角，开展分

析数据收集工作，没有对学生调查问卷选择过程进行

干扰，有效确保了整个调查过程的公正与真实。

（1）在工匠精神认知方面，共有 3 道题目，分别

从认识程度、学习渠道来调查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识，

调查结果如表 1、表 2（见下页）所示。

表 1 学生对工匠精神的了解程度

选项 人数 比例

非常了解 78 17.85%

比较了解 205 46.91%

不太了解 128 29.29%

不了解 26 5.95%

工匠精神与高职思政课的有效融合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工匠精神的一系列论述，为思政教师进一步深化对工匠精神的

认识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思政教育又是培育学生道德

品质的关键路径，结合学校对工匠精神的重视及高职院校自身发展战略的要求，亟须高职院校思政教师引领学

生传承工匠文化、充分认识工匠精神的理论内涵。同时，以“三观”（人生观、发展观、道德观）设计模块化的

理论教学，以“两式”（认知式、创新实践式）设计结构化的实践教学，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实践，

着力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的作用。

关键词：工匠精神；思政教育；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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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匠精神学习渠道

选项 人数 比例

工匠精神网课学习
（大大工匠 App）

353 80.78%

劳动教育课程学习 115 26.32%

学习强国 135 30.89%

其他网络平台 116 26.54%

思政教师授课 237 54.23%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学生对工匠精神都有一

定的认识，但不够深入，同时思政教师参与工匠精神

教育的占比明显低于专题网课。

（2）在工匠精神教育方面，从效果方面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工匠精神学习效果评价

选项 人数 比例

很好 172 39.36%

一般 198 45.31%

不清楚 67 15.33%

表 4 学校加强培育工匠精神的渠道

选项 人数 比例

思政课堂 369 84.44%

专业学习 246 56.29%

实践活动 201 46%

其他 21 4.81%

从调查结果来看，相关学习效果一般，但学生普

遍认为思政课堂对工匠精神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三、 工匠精神培育与高职思政课有效融

合的必要性

( 一 )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2—2021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 12

年位列全球首位，与此同时，“制造强国”需要大量高

素质技能人才。但目前，全国仍存在很大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缺口，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

2025 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率达 48％。

因此，工匠精神培育与高职思政课有效融合是时代的

需求。根据高职院校培育职业人才的特点，在思政教

育中融入工匠精神，不但会提高我国人才的素养，更

会让人才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 二 ) 是促使学生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高职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教师的价值

取向容易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因此，让学生在思政课

程中领悟工匠精神对自身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特殊

意义，能够带领其更好地学习了解、弘扬、践行工匠

精神，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做出正确的职业生

涯规划，培养出敬业、创新、专业、刻苦的现代工匠。

( 三 ) 是促进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工匠精神内涵与思政教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道德规范与养成等教学内容具有共通性，契合度

极高，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首先，工匠精

神的内涵体现了新时代劳动者崇高的价值追求，是高

职思政课培育的重要目标。其次，工匠精神的培育是

高职院校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好思政课这

一关键课程，发挥其理论教学的重要作用，对塑造大

学生的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推动大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最后，在信息化时代，工

匠精神既是时代和学生个体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理

论课发展的需要，通过思政教学改革创新，将理论素

养和职业技能进行有机结合，培养和锻炼其职业上的

实践与创新能力，为国家培养技能素养双优的应用型

人才。因此，开展相关探究，有利于丰富高职院校思

政教育的内容，拓宽思政教育的研究视野，促进思政

教育团队建设，推动高职思政教育水平的提升。

四、 工匠精神与高职思政课有效融合的

路径

( 一 ) 以“三观两式”开展工匠精神理论模块
化与实践教学

第一，以思想道德与法治为例，在人生观专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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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通过问题串联融入工匠精神。“我是谁？正确的

人生观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怎样成就出彩人生？”工

匠精神融入个体与自我的关系思考之中，帮助学生从

人生观实现的高度理解工匠精神的价值。在发展观改

革创新专题教学中，通过改革开放历史回顾，引导学

生明确改革创新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鼓励大学生参

与社会建设。在道德观专题教学中融入工匠精神，明

确合格的社会公民应遵守的基本道德，围绕工匠精神

与职业道德，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

第二，开展认知式教育，强化对思政教师队伍工

匠精神的培训，注重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

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想的引领、

精神的引领本质是人对人的示范和影响，只有思政教

师做到知行合一，才能从内生层面达成对学生的示范

引导，催生其形成国之工匠的理想和自觉向大国工匠

看齐的内在动力。因此，通过学习相关资料，提高高

职院校教师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程度，开展全面系统的

研讨、座谈会等理论研究学习活动，深刻理解工匠精

神的精髓。同时推动“双师型”思政队伍的建设，培

养出德技双修的思政教师，结合院校自身情况，让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互融互通，推动工匠精神在高职思

政教育中走深走远。

第三，创新实践式教学模式、丰富改革教学课堂。

针对高职院校存在五年制这一特殊现象，思政教师在

教学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学生的理论接受水平，尽可能

地减少太过学术化的语言。同时不断创新和改革教学

课堂，丰富教学内容，并加以实践。开展“大国工匠

进校园”、雷锋月鼓励学生利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以

及“我身边的工匠之星”分享会等专题活动。通过小

专题授课的模式，将工匠精神纳入思政教学内容；同

时争取与企业开展教学合作，积极参加校内实训和校

外企业参观学习活动，构建校内思政课堂与校外企业

课堂的联动机制，进而加强院校与工业园区之间的交

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此外，还可以在教学内容中

以中华文化中的工匠精神脉络传承引领学生系统学习

工匠精神的内涵，增强精神自信。

( 二 ) 践行“大思政”理念，多部门协同推进
工匠精神融入思政建设

工匠精神的培育任务不能仅靠一堂课，高职院校

必须构建符合时代特色的工匠精神教育形式，确保工

匠精神能够有效融入思政教育。如提升学工处、校团

委等“大思政”主体的参与度，在思政教学团队的带

领下，与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抓牢工匠精神教育核心，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活动，

培养学生的职业感与工匠精神，进而有效构建将工匠

精神融入高职思政课的路径。

综上所述，面对市场的飞速发展，高职院校肩负

着为国家培养输送大批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的历史重

任，因而积极探索工匠精神与高职思政课有效融合的

路径，将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思政教育过程中，有助于

工匠精神的弘扬，引领学生身心进步，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作者单位系娄底潇湘职业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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