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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wave of accelerate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uzhou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er the arduous mission of 
cultivating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and highly skilled talents for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industries, and 
are committed to deeply rooted in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mong students, which is not only crucial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study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raftsman spirit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alyze the current cultivation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opose practical cultiva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tudents, provide excellent talents with craftsman spirit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Zhuzhou City, an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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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株洲市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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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湖南 株洲 412006

摘　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株洲市高职院校肩负着为地方产业升级转型培养大批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的艰巨使
命，致力于将工匠精神深深根植于学生心中，这不仅对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至关重要，更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基于此，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株洲市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通过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分析当前培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培育措施，以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为株洲市产业发
展输送具有工匠精神的优秀人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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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

代化。在这一宏大背景下，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

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式现代化与工匠精神的内涵及关联

2.1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它强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

域全面协调发展，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

种现代化理念要求培养的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

需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精神，以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1]

2.2 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是一种对工作执着、对产品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的精神理念，它涵盖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核心

要素。其中，敬业是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全身心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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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体现为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高标准追求，力求做到尽善

尽美；专注要求从业者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钻研业务；创

新则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推动行业发展。

2.3 二者的关联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而工

匠精神正是这些人才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技

能人才能够为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实现物质文明的提升。同时，工匠精神所蕴含

的敬业、专注等品质，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契合。[2]

3 株洲市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培育遇到的
问题分析

3.1 重视程度不够
部分高职院校过于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对工匠

精神的培育缺乏足够的重视。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职业

道德课程所占学分比例较低，且教学内容往往较为理论化，

缺乏实际案例和实践环节，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3]

3.2 培育方式单一
多数院校在培育工匠精神时，主要依赖的手段是课堂

教学和各类讲座，这样的培育方式显得较为单一且缺乏多样

性。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往往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必要的互动性和实践操作环节，导致学

生的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不高。此外，尽管工匠精神强调实

践与应用，但学校与企业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却不够深入，未

能充分利用企业的丰富实践资源和真实工作场景，使得学生

的工匠精神培育脱离了实际工作环境，难以达到预期的培育

效果。

3.3 师资队伍不足
具备工匠精神培育能力的教师相对匮乏。许多高职院

校的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对行业最新的工匠精神内涵和

实践案例了解不足，在教学过程中难以生动、准确地向学生

传授工匠精神。同时，学校缺乏对教师工匠精神培育能力的

培训和提升机制，导致教师在这方面的教学水平难以提高。

3.4 校园文化氛围不浓
校园文化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然而，目前株洲市部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中，对工匠精神

的宣传和弘扬力度不够，即校园内缺乏与工匠精神相关的文

化设施和活动，如工匠文化长廊、工匠事迹展览等，学生在

日常学习生活中难以感受到工匠精神的熏陶。[4]

4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株洲市高职院校学生
工匠精神培育策略

4.1 优化课程体系，融入工匠精神教育
在高职院校中，教师要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工匠精神元

素，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刻理解工匠精神的内

涵和价值。同时，开设专门的工匠精神课程，系统讲解工匠

精神的历史渊源、核心要素和实践应用，提高学生对工匠精

神的认知水平。

例如，株洲职业技术学院在机械制造专业的课程体系

优化中，将工匠精神融入到《机械制图》《数控加工工艺》

等专业课程中。在《机械制图》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

在绘制图纸时，必须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精确标注每一个尺

寸，不容许出现丝毫差错，培养学生严谨细致、追求卓越的

精神。同时，学校开设了《工匠精神与职业素养》的专门课程，

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工匠担任兼职教师，结合实际案例如讲

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工匠们为了确保火箭发动机零部件

的高精度，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改进的故事，让学生深刻体会

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

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工匠精神的

熏陶。[5]

4.2 深化校企合作，共育工匠精神
高职院校要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的

生产标准、职业规范和工匠精神融入到教学内容中。通过共

建实训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的

环境中体验工匠精神的内涵。

例如，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了铁道机车专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明确了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应掌握的技能和应具

备的工匠精神。学校与企业共建了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实训基

地，学生在实训基地进行实践操作时，完全按照企业的生产

流程和质量标准进行，如在机车零部件装配实训中，学生在

企业师傅的指导下，严格按照装配工艺要求，对每一个螺丝

的拧紧力度、每一个部件的安装位置都进行精确把控，培养

学生的专注和敬业精神。同时，学校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

选拔部分优秀学生作为学徒，跟随企业师傅进行“一对一”

的学习，如学徒小李在跟随师傅参与机车电气系统检修过程

中，师傅不仅传授给他专业的检修技术，还言传身教告诉他

对待每一个电气接点都要认真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的

安全隐患，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了小李，使他逐渐

领悟到工匠精神的真谛。

4.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工匠精神培育能力
高职院校要打造一支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又拥有丰富

企业实践经验和工匠精神的教师队伍：一方面，鼓励教师深

入企业挂职锻炼，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企业对工匠精神的要

求，将实践经验融入教学中；另一方面，引进企业工匠和行

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充实师资队伍，为学生传授真实的工

匠精神案例和实践技巧。[6]

例如，株洲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提升教师的工匠精神

培育能力，制定了教师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化工工艺专业的

张老师利用寒暑假时间，到株洲某大型化工企业挂职锻炼。

在企业期间，他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一线，与企业工匠们一起

工作，了解到化工生产过程中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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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操作的高度重视。回到学校后，张老师将在企业的所见所

闻融入到《化工工艺学》课程教学中，通过讲述企业在生产

新型化工产品时，为了达到国际领先的质量标准，研发团队

反复试验、精益求精的故事，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工匠精神的

力量。[7]

4.4 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强化工匠精神熏陶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主动作为，积极在校园内

部营造一种浓厚而深远的工匠精神文化氛围，这要求教师

不仅要在文化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如设立工匠文化展示区，

还要通过举办工匠文化讲座、技能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让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于潜移默化中接受工匠精

神的熏陶，从而培育出更多具备工匠精神的优秀人才。

例如，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注重校园工匠精神文化

氛围的营造，在校园内建设了一条长达 200 米的工匠文化长

廊，长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国内外汽车行业的杰出工

匠，如日本汽车工匠小野二郎，他一生专注于寿司制作，其

对工作的执着和对品质的追求深深打动了学生。同时，学校

每年举办“校园工匠技能大赛”，涵盖汽车维修、汽车涂装

等多个专业项目。在大赛中，学生们为了取得优异成绩，精

心打磨每一个操作细节，充分展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此外，学校还定期邀请汽车企业的工匠来校举办事迹报告

会，如邀请比亚迪汽车的一位工匠讲述自己从一名普通工人

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历程，他的故事激励着学生们在学习和未

来的工作中努力践行工匠精神。[8]

4.5 开展实践活动，践行工匠精神
实践出真知，通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项

目等多种形式，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敬业精神和创

新能力。同时，在实践活动中，还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将工匠精神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例如，株洲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组织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生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内的儿童开展公益早

教课程。在准备课程的过程中，学生们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

环节，力求给孩子们带来最好的教育体验。例如，学生小李

在准备一节手工课的过程中，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和操

作，他自己先尝试了十几种不同的手工材料和制作方法，最

终选择了最适合幼儿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他耐心地指导

每一个孩子，关注他们的每一个细微反应，这种认真负责的

态度正是工匠精神的体现。此外，学校还鼓励学生参与创新

创业项目，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团队开展了“创意儿童绘

本创作”项目，他们深入研究儿童心理和市场需求，不断创

新绘本的内容和形式。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们深刻体会

到了工匠精神的内涵，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9]

5 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株洲市高职院校学生工匠

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深化校企合作、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努力，能

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工匠精神素养。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个人的

职业发展，也将为株洲市的产业升级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未来，株洲市高职院校应不断探索和

创新工匠精神培育的路径和方法，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示范

效应的培育模式，为培养更多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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