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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

提倡“工匠精神”，许多学者都曾多次从德国、日本等国家寻求灵感。“工匠精神”这一概念出现在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示“培育工匠精神”的诉求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在职业教育培

养技艺方面，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技艺教育价值。从培养技艺的角度探讨黄炎培职业教

育思想的价值衍生，将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和一个新的领域。建立“四个自

信”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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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establish confidence in the path,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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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wadays, the spirit of craftsman-
ship is advocated, and many scholars have sought inspiration from Germany,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many times. The concept of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ppeared in 2016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which shows that the pursuit of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has become 
the will of the state and the consensus of the people. In the aspect of cultivating skil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Yanpei Huang’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contains a rich value in skills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value derivation of Yanpei Huang’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cultivating skills will open up a new road and a new field for the research of Yanpei Huang’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Establishing “The Four-sphere Confid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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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所倡导的“理论与实际

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敬业

乐群”等理念，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职业道德教育思想是黄炎培先生

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职业教育者，同时必须注重职业道德”，他提出了职业教

育“敬业乐群”、“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好的人格”、“教育救国”的道德规范。敬业即指

“对所习之职业具有嗜好心，所会之事业具有责任心”，就是要爱岗敬业，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本分做

事，为社会多做贡献。乐群即指“具优美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就是要有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尚职

业道德情操。可见，黄炎培先生倡导的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培养的学生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

事业，尊重劳动群众服务，有互助合作的精神、强烈的责任心、奋斗和创造的精神、谦虚诚恳的态度、

任劳任怨的美德、勤俭朴素的作风。这一要求与我国现在提倡的“工匠精神”相一致。 
2016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2018 年，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

程》(人社厅发[2018] 26 号)，明确将“工匠精神”和敬业精神写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至此，“工匠

精神”上升为国家意志[3] [4]。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从本质上说，“工匠精

神”是一种职业精神，是职业人对待自己的工作应有的精益求精、严谨求真、职业敬畏、耐心恒信、

敬业奉献的优秀素养。2022 年 4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中 
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当下经济发展模

式巨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智能制造”国家战略正在实施，“工匠精神”的缺失是制约实现“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2.1161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邓玉娟 等 
 

 

DOI: 10.12677/ve.2022.116126 817 职业教育 
 

国制造”强国的瓶颈，改变产品制造者的理念、铸造职业人“道技合一”的精神灵魂则是打破这个瓶

颈最根本的途径。而作为我国现代产业大军的人才培养基地的高职院校更应主动承担起培育“工匠精

神”的使命和责任，研究新时期高职教育人才“工匠精神”培育策略、进一步培育学生具备大国工匠

的“工匠精神”，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更是高职

院校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是我国近现代极具有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思想，本文

探索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思想对“工匠精神”培育的价值[5]，并结合我院的实际，探索当代高等职业

学校高技能人才的“工匠精神”培育路径。 

2. 培育学生“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 

2.1. 对“工匠精神”的认知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疱丁之语，解答了自己解牛何以神乎其技，道出了一个工匠追求

技艺的价值所在。工匠精神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或者多个维度来理解，狭义上的“工匠精神”，指的是

工业时代用双手劳动的劳动者，而不是全体职业人；广义上来说，是所有职业的人都应该具备的优秀素

养。一般来说，一是“精益求精”，二是职业上的敬畏，三是认真求实，四是坚忍不拔的精神，五是奉

献精神[6]。进一步理解，工匠精神是一种不关心做什么，只关心怎么做的职业表现，是在工作过程中对

职业的敬畏、对技术的精进、对产品的创意和品质的追求。由于产业的发展升级和不断智能化，纯手工

的工作日益减少，因此当今时代对于“工匠精神”的倡导，更多的是指所有职业培养主要是“精神的浸

染、境界的提升、修养的内化、情操的高尚、信念的坚定”的美好品质[7]。 

2.2. 社会对职业教育培育“工匠精神”的要求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制度改革，需要“工匠精神”的全力支撑。从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满足国民

日益增长和多样化职业教育需求的迫切要求，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工匠精神”融入现

代职业教育制度建设，加快职业教育制度改革，不仅是激发职业教育自身活力的必要手段，也是适应社

会转型和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随着我国产业转型步伐的加快，人才需求的结构和层次将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把握这一历史趋势，更加注重内涵发展，面对

外部市场需求变化，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人才质量水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尺度，技艺是决定人才质

量的重要基石。高等院校在培养职业技能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培育受教育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品格。第

一是培育“工匠精神”[8]。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职业观，以“工匠”的心态对待

工作，从而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度。 

3. 新常态下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培育路径 

3.1. 以思政教育为引领，培育“工匠精神” 

从时代精神出发开展思政教育，培育学生“工匠精神”[9]。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了

解大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提高思政教育亲和力的前提，也是提升教育效果的有效途径。曾经讲道：“时

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

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两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参与者，教师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引导学生确立个人梦想并付诸行动，最终推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要善于把握教育时机，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培育学生“工匠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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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既要有把握时机的意识、等待时机的耐心，更要有创造时机的能力，只有抓住时机并找准切入点，才

能达到最佳教育效果。 

3.2. 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契机，打通“工匠精神”的培育通道 

积极开展企业要求和社会需求调研，深入校企合作互动，邀请劳模工匠、技术骨干等企业人员参与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分阶段完成学业。强化实训实习，围绕工匠无私奉献、创新拼搏、精益求精等精神

元素，凝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德育目标，结合专业课程能力培养目标和知识架构，共同搭建专业课

程结构，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教学设计，打造工匠精神培育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奖

励，激发学生的成就感和追求成功的欲望。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高技能人才、工程技术人员担

任兼职专业课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种方法，激发学生的社会心理需求，激励

他们投身于工匠之路。在实践教学环节，充分授权、充分信任，让学生实践、自我管理，满足自己内心

的信任需求[10]。以身作则，从以主要国家的工匠和世界技能大赛的优胜者为先进示范，到用身边同学和

导师的先进事迹感动和激励学生；通过举办各级各类专业比赛和创新创业比赛，激发学生克服困难的积

极性、兴趣和勇气。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公平正义的原则[11] [12]。 

3.3. 以专业实训为手段，强化对受教育者“工匠精神”的启蒙作用 

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专业实训是开展实践教学的主流形式。“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长期的

过程，而且将其内化成学生的内在品质，更需要不断地、长期地培养。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只有学生真正接纳、感悟“工匠精神”的内涵和重要性，才能将“工匠精神”融入自身信念，贯彻于工

作行动之中。因此，职业院校培育学生“工匠精神”要好好把握实训操作阶段，将“工匠精神”与实训

相结合，做到实训教学中给予职教学生“工匠精神”的方面的启蒙[13]。 

3.4. 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将“工匠精神”贯穿于课程设计中 

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主要是在校期间学习专业课程，在这方面，我校培育“工匠精神”也应充分发

挥专业课程的作用(图 1)。根据外部市场需求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点，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提高受教育者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要提

高的专业素质。专业教师要深入研究新形式下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专业素质要求，将其融入人才培养

目标、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内容和专业考核中。受教育者在强化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培育品学兼优、吃

苦耐劳、纯诚敬业的敬业精神。高职院校每个班级有一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作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的导师，还有一名技术骨干作为学生的专业技能导师。同时，根据《中国制造 2025》行动计划要求和不

同专业特点，将“工匠精神”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培育和塑造“敬业、严谨、精细、

敬业、卓越”的具备优秀“工匠精神”特质的技能型人才[14]。 

3.5. 以“双师型”师资建设为支撑，为培育“工匠精神”提供基础保障 

职业教育发展，“双师型”教师是关键。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培养造就高

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特制定《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明

确界定了“双师型”教师是“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的教师”，突出“双师型”教师个体成

长和“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相结合，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新时代“双师型”教师

队伍包括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双能力”的兼备、素质的持续提升等。“双师型”教师是高技能、高素

质的人才，它符合工匠对精神内容的要求[15]，并能很好地传授给学生。因此，“双师型”教师的来源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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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拓宽，有利于发挥“工匠精神”的作用[16]。到 2022 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比达 50%，“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国家级企业实践基地各 100 个，建设 360 个国家级职教教学创新团队，为全

面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撑。 
 

 
Figure 1. Dual channel training new pattern of the “craftsman class” + “regular class” 
图 1. “工匠班” + “普通班”的双通道培养新模式 

3.6.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厚植“工匠精神” 

校园文化的建设对中职学校具有隐形的育人育德功能，工匠精神的培育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

内涵。“近墨者赤，近墨者黑”，生动地说明了精神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安全文化、规章文化为载体，以培育、弘扬、传承、创新为手段的职业精神建设。校园文化对学

生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的价值取向、智力发展、身心健康、审美培养、专业修养等。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工匠精神”可以提高学校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和职业教育办学水平。通过校园文化，学生可以

尽快确立自己的目标，树立促进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校树立“德才兼备”校训，

树立“严格求实、勤奋向上”校风，树立“求知求真、创新求精”校风办学理念。一个积极的校园氛

围要有自己的精神内涵，校园文化是社会化的延续和缩影，良好的文化和精神氛围有利于培养出优秀

的学生。 

3.7. 以现代学徒制为纽带，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逐步探索现代学徒制教育改革，着力培育学生“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工匠精神”[17]，全面提升学

生职业素养和技能。现代学徒制是培养工匠的重要手段，对“工匠精神”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8]。
现代学生制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专业课程为纽带，是弘扬和传承“工匠精神”的载体和有效途径。以

培养学生为目标，以支撑学校和参与企业的深度、重视教师深度引导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为主导的传统

和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现代学生制职业教育普及加速的人才培养发生了很多变化，从传统的单一学生身

份变成了学徒和学生的双重身份。第二是学习场所变得更加灵活，不能只在学校接受知识的学习。第三，

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过分重视理论学习转变为“教学做一体”，在接受了现代学生制培育教育的“工

匠精神”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学徒制本身就是具备丰富的“工匠精神”，也就是说，在企业学习

过程中，企业导师本身应具备“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现代学徒制的精髓，让他们在语言和非语

言的交流中感受到“工匠之魂”，不断融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之中，为祖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发

展提供高素质的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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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这是第一次将“工匠精

神”的概念纳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明“培育工匠精神”的要求已经上升到国家意志和人民共识

的高度。因此，“工匠精神”不仅是对工匠的素质要求和殷切希望，更是对整个社会分工分工、无优

无劣的深刻认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新常态的背景下，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型人才对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尤为重要。因此，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必须充分认识到“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多

途径培育受教育者的“工匠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为社会培养具有“工匠精神”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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