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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内涵包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

一系列的良好品质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在这一视域下，工科大学生因其学科特

点与职业能力等客观要求，具备优秀的工程能力成为重要目标。但当前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的培养中还

存在着匠心追求不高、职业价值感低等诸多问题。本文提出以“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培

养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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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s a value concept that pursues excellence, which includes pers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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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excellence, meticulousness, and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This series of good qualities should 
become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al express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perspective,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have an important goal to possess excellent engineering 
skills due to their objective requirements such as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abilities among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such as low pursuit of craftsmanship and low sense of professional 
value. This article proposes specific strategies to empower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n cultivating their engineering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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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将“工匠精神”纳入到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中[1]，要求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这些都成为高校在育人过

程中厚植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和后备人才资源的方向指引。 
国内学者对“工匠精神”的研究集中在对培养路径的分析上，国外学者对“工匠精神”的研究集中

在对企业正面影响和传统工艺继承和发展。国内学者认为“工匠精神”的本质是一种敬业的工作态度和

高尚的道德情操[2]-[4]。培养路径方面，何仕指出应用型高校可通过价值观引导、课程改革、创新创业教

育、政产学研联动以及师资队伍水平提升等方面加强大学生工匠精神培养，提升应用型人才素质[5]。王

岚认为培育工匠精神包括营造尊技崇匠的社会氛围、完善社会分配和法律制度、优化人才培养理念和模

式、健全政府完善技能人才学历提升机制与保障政策、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教育等途径[6]。张桂梅指出，

将工匠精神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将工匠精神注入其他课程教学中，搭建实践平台，使大学生在实践

中体会工匠精神[7]。以上研究大多数是从高校角度出发分析其培育路径，但从国家、社会和个人角度阐

述的内容不够全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整理出工匠精神赋能工程能力培养所遇困难，并运用思

想政治教育知识对其培育路径进行了分析，完善了新时代工匠精神赋能大学生成长的培育路径。 
国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指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是工匠精神的本质。马克思也强

调劳动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劳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了民族的复兴。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教育观的基础上，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指出“没有青年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

动相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在西方文化中，职业精神体现的特点是富有实用主义的性

格与气质。如美国学者詹姆斯·H·罗宾斯提出“敬业精神”的概念[8]。濑口清之认为日本的匠人文化

是在传统精神文化基础上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化精华而形成的，在日本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是推动科技进步

的重要力量[9]。铃木正三将中国佛教禅文化与劳动观念相结合，指出人人恪守其业，各敬其业，即使成

佛,这种职业伦理思想成为日本工匠精神形成的重要来源[10]。 
工程能力是指一个人在工程领域中所具备的技术、知识和实践能力。工程能力的提升需要不断学习

和实践，提高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时发挥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不断完善沟通协调能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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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阶段我国工科学院人才培养中仍然存在重技能轻价值的教育问题，技术实践与人生追求的统一性

不高，在制度设计、课程建设，文化建设和实践要求等方面仍有诸多可以探索和实践的地方。 

2. “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工程能力发展的重要意义 

2.1. “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工程能力发展是时代要求 

在新时代背景下，不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还是企业海外竞争的优势都需要科技创新推动生产要

素升级，其中高质量的从业者是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工匠精神”作为具有时代影响力的精神品格，

其特征在工业生产中和工程师的培养中体现的更加具象化。这也要求我们将“工匠精神”融入工科大学

生工程能力培养中，这既是对现代产业发展时代要求的回应，也是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

路。 

2.2. “工匠精神”丰富工科大学生实践育人体系内涵 

2017 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其中明确提出“实践

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整合各类实践资源，强化项目管理，丰富实践内

容，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平台，完善支持机制，教育引导师生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实践能力、树立家

国情怀。”而“工匠精神”正为工科大学生的工程能力发展提供实践动能，“工匠精神”发源于中华优

秀传统匠造文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工匠精神”成为新时代劳动群体砥砺精湛技术、实

现技能报国的精神追求。工科大学生的实践育人更要强化技能实践与服务国家需要的耦合关系。 

2.3. “工匠精神”为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培养提供价值引领 

“工匠精神”需要通过融入工科大学生文化育人体系而传承创新。从内在价值耦合上看，“工匠精

神”不仅体现为高超技艺的创新传承，还体现在匠人施展才干的韧性和忘我工作情感，这与工科大学生

工程能力培养要求具有一致性[12]。具体来说，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培养必须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舍身忘

我的工作态度和匠人们的报国志向，在教学和实践环节正确理解“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和价值方向才

能培养出未来的大国工匠，才能培养出服务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人才力量。 

3. “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工程能力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对“工匠精神”外延的认知偏差 

部分高校的工科学院在培养学生工程能力中依然重技巧轻价值，重传授轻传承，重灌输轻培养，在

日常教学中往往只重视工程知识和工程要求的传授，忽略了工科学生应该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培

养[13]，这也导致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部分学生对自身的职业规划感到迷茫，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只停

留在对其内涵的背诵上，缺乏对外延认知的思考，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学生缺乏对“工匠精神”的认同和

追求。 

3.2. 缺乏具有“工匠精神”的师资队伍 

一个怀揣匠心，践行“工匠精神”的师资队伍是培养学生工程能力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保障。但从

现实情况看，这种师资队伍是缺乏的，大多数工科教师是从校园到校园的职业发展路径，工程实践基础

不强，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工匠精神”的认知和实践要求有较大的偏差，在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在

科研、行政职务等工作中分身乏术，很难潜心研究教学内容，不能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的心态去备课讲授，更不能紧盯学生实践育人环节，这大大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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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弘扬“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份体面的工作中似乎并不包

括匠人这一职业，高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管理类社团、休闲娱乐类社团更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在

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很多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粗放型建设特点，校园文化建设泛娱乐化、同质化严

重，有关“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建设缺乏全盘系统的思考，学生难以对其产生认同感，不利于“工匠

精神”入脑入心。 

3.4. 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培养体系与“工匠精神”不匹配 

在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培养体系中存在于“工匠精神”不匹配的现象。课程设置方面往往将重心放

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课堂讲授上，如何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进行充分融合，从而构成一种系统化、体系

化的教学活动有待解决。其次，评价体系方面笔试考试成绩仍然是最重要的评价手段，缺乏对学生工程

技术和项目成果的评价。中规中矩的培养体系限制了发展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所需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工匠精神”的良好品质没有得到较好体现[14]。 

3.5. 缺乏践行“工匠精神”的实践平台 

因条件制约，一些高校在工程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着实践平台缺失情况，高质量实验室，工程实训

中心等建设不能满足工科大学生的实践要求，难以提供充分的实践机会；高校与企业合作不紧密，缺乏

对本专业市场需求的了解和发展趋势的把握，难以帮助工科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实习机

会少，毕业生就业前的实习环节缺失或要求不高，导致部分工科学生在就业后出现“脱节”现象。 

4. “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发展的实践策略 

4.1. 构建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在构建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应当以组织领导、课程体系、实践育人等

三个方面为主要抓手，以烟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进行分析。 
(1) 组织领导：学院成立了“工匠精神”赋能领导小组，引领工作纳入学院事业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

方案，定期召开工作研讨会，精心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协调部门，定期督查，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工

作进程。 
(2) 课程体系：强基础、重素质，全面优化课程体系，将“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思政”实现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的结合，尤其在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设置上将工程师精神、国之大者等德育元素设为培养目

标，促进研究生对专业价值体系的认知，强调学科的伦理道德和操守，培养研究生的科学情怀和工匠精

神，例如：学院 2020 版课程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课程学分占比从 24.58%提升至 26.26%，使学生

在从事工程设计时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素。 
(3) 实践育人：构建“循环动力，目标检验”式培养模式。科技创新、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是工科大

学生最常参与的实践活动，同时三者也有着互补互增的实际作用。社会实践可对研究主题以及研究问题

展开初步浅层次调查，解决“做什么”的问题，但对于工科学生很难在这一阶段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面对困惑唯有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科技创新，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但科技创新仅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

题，如何利用现有技术为社会服务并不能在这个阶段找到答案，这时候及时推进志愿服务类活动可以解

决“为什么而做”这一问题，而“为什么而做”清楚后，会在生活中发现更多“做什么”。因此，可将

社会实践、科技创新和志愿服务三项工作统一管理，统筹规划，协调教学、科研等工作，让三项工作彼

此助力，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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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就业和用人单位满意为目标检验导向，明确实践育人标准。首先，以创新创业为目标检验工

程项目落地可行性，鼓励学生将科创竞赛中的优秀工程项目落地，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其次，通过

分析工科大学生就业单位类型，升学高校，用人单位满意度等方式形成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直观反映

实践育人效果，对学生的团队意识、科研能力、创新素养、沟通交流能力不断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

并及时修正，提高工科学生的工程能力。 

4.2. 构建以“工匠精神”为精神内核的校园文化氛围 

构建以“工匠精神”为精神内核的校园文化氛围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中的“工匠精神”创造性转化成第二课堂中的活动内容，引导学生立德为先，重视恪守规则，

将工程技术人员应具备的主动探索、敢于承担、实事求是、重视技术积累等品质通过文化活动潜移默化

传达给学生，为专业建设添砖加瓦，为青年成长成才贡献力量。 
(1) 突出校园建设中的工匠文化特色。譬如可以吸收工业遗产的相关元素建设校园特色景点，让优秀

工业遗产“走进”校园，结合校园地图、校园地标等，建设鲁班广场、工匠体验馆、工匠楷模人物文化

景观长廊等，厚植“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的工匠文化。 
(2) 营造参与科技创新竞赛的氛围。重视科创团队的培育，以科技创新竞赛促学风。鼓励工科大学生

积极参与“挑战杯”、“互联网+”等系列活动赛事，完善制度支撑和争取资金支持，筑牢竞赛之根，组

建高效实战团队，搭建竞赛之骨，丰富活动载体，活跃竞赛之肌，努力做好科技创新竞赛项目提升，营

造工科学生人人参与科技创新竞赛的良好氛围。 
(3) 打造“工匠精神”文化品牌。联合辅导员、思政课教师、团委教师、创新创业教师等育人力量，

结合学校“一站式”学生功能社区、党建工作室、专业实训室举办系列工匠精神文化体验活动，讲好工

匠故事，争做大国工匠形成工匠文化宣传品牌。 
(4) 结合校内外资源，做好工匠体验。通过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志愿服务和暑期社会实践等平台，

打造真实的工匠体验活动，例如工匠体验日、工坊开放日等，利用校友、师长、名师大家宣讲会等活动

拓展工匠精神融入校园文化的实践样态。 

4.3. 提高教师队伍和实践平台建设水平 

教师队伍和实践平台建设的提高是“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的工程能力发展的基础保障。结合高

校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请进来” + “走出去”的模式，丰富教师队伍和平台建设的提升渠道。 
(1) 教师队伍：聘请专家名师、知名企业家，工程师和行业领军人才作为兼职辅导员或者校外导师，

将先进的工程技术知识通过引进来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让专业教师参加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作为指导

教师置身工程类课外活动一线，选派优秀教师到企业和工程项目中挂职锻炼，让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紧

密集合，积累丰富工程案例，反哺课堂教学，做到老师与学生融合，学校与企业融合，课堂教学与工程

实践融合，让一线教师以工程师的视角传授课程知识，切实提高自身工程思维，增强教学效果。 
(2) 平台建设：引入企业与地方政府资源优势建立合作基地，制定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高校可以

与企业共同开展工程项目研究、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计划，使学生接触到真实的工程项目和企业需求，

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通过“访企拓岗”增加实习机会，为学生更好积累工程项目经验，实现高质量就

业，鼓励学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和实习，了解并适应国际工程标准和技术发展趋势，培养学生具备国际

竞争力和全球视野的能力。 
为检验实效，我们在 2023 年 5 月进行了一次对包括来自建设集团、建筑设计院、工程管理咨询公司、

房地产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研究所、路桥建设公司等 45 家用人单位的 53 名行业专家的网络问卷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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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包括：对培养目标的认同度、对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对毕业生的工作胜任情况、

对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评价四项内容，我们发现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的培养模式下，四个目标评分

均在 87 分以上，其中对毕业生的工作胜任情况满意度高达 98.1%。同时也对 2019、2020、2021 三届毕

业生进行了关于职业发展与专业能力培养的网络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 706 份(2019 届 271 份、2020 届

215 份、2021 届 220 份)。其中，95.9%的毕业生认为专业能力与自己的职业期望相符；从事工作与本专

业相关的比例为 80.45%；对目前从事工作满意的比例为 82.73%；对学校培养的专业能力掌握程度较好以

上的比例为 83.19%。以上调研结果表明以“工匠精神”赋能大学生工程能力发展效果良好。 
但是，我们必须清晰的看到，本次研究与调研问卷的样本的局限性，缺乏各专业、各环节综合性研

究和评价。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三全育人”的视角来研究“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提升的

问题。 

5. 结语 

综上所述，“工匠精神”赋能工科大学生工程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实践中，我们

可以结合高校具体情况和工科专业特点，通过赋能人才培养模式，在组织领导、课程体系、实践育人三

方面持续用力，将“工匠精神”的精神内涵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以“请进来” + “走出去”的方式提

高教师队伍和实践平台的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工科大学生的工程能力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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