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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匠精神是一种包含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等一系列良好品格的精

神集合体,蕴涵了包括职业文化、职业信念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工匠精神与职业信念高度契

合。 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有助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培养时代新人以及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精神渗透、
三结合、外化于行等原则。 具体途径有坚持主渠道,渗透工匠精神,增强职业认同;引导职业规划,定
位工匠精神,培养职业情感;加强文化熏陶,感悟工匠精神,提升职业自信;开展专业实践活动,体验

工匠精神,强化职业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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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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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匠

精神的提出,虽然是针对工业制造业而言,但其中所

包含的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等内容和要

求,对大学生职业信念的培养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 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将来要从事各种具体职业,必须注重培养其坚定

的职业信念,激发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和事业责任感。

一、工匠精神与职业信念的高度契合

(一)内涵相通

　 　 工匠,原指
 

“专门从事手工劳动的匠人或手艺

人”。 后引申为“崇尚质量、大胆创新,用于造物干事

的人”。 一流的工匠除了具有工艺专长,还具有一种

独特的精神气质,包括对制作或工作的态度、信念和

价值取向等,由此就有了“工匠精神”一词。 国内学

者对与工匠精神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说法,可分为狭

义和广义两种。 狭义来讲,是指对一门手艺的敬畏

和信仰,代表着踏踏实实、注重细节、追求完美的价

值取向和态度。 广义来讲,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这
种精神源自制造领域或手艺行当,但可以扩展到各

行各业,关键在“精神”二字,对工作、事业的热爱执

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是职业人的一种职业价值取

向、职业信念和行为表现等。 习近平总书记将工匠

精神的内涵概括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 从本质上看,“工匠精神” 就是职业精

神的一种,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职业目标

追求以及职业行为表现
 [2] 。 如今,工匠精神已是人

们工作与事业成功的核心。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其

外延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其主体也扩展为

全体社会成员”
 [3]

 

。
信念,是指对某人或某事信任、有信心或信赖的

一种思想状态,对自身目标毫不动摇、执着追求的意

向动机,它是情感、认知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 职业

信念则是职业人根据自身对于职业的认知和判断形

成的集认知、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体,它包括着职业人

对于职业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该职业

的偏好和驱使其从事该职业的动力。 大学生职业信

念是指大学生在高校学习阶段,通过学习和训练形

成的对未来所要从事的职业认同感、职业自信、职业

意志以及严谨专注的职业品质等。 职业认同感一般

是在长期从事某种职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大学

生的职业认同感只能在其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的过

程中初具雏形,并在各自专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下不

断锤炼加深,深化为各自对未来职业的忠诚度、成就

感和事业心。 职业自信反映的是个体对职业发展和

选择的自信心,是未来职业成功的有效指标。 自信

心不足可以说是影响人们在职业生涯上取得成功的

拦路虎之一。 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保持职业自信,
充满热情与活力,才能安心定志,获得成功。 职业意

志是指从业者对于为自身职业付出和努力的动力,



54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 3 期

是从业者全身心投入一门职业的必要条件。
因此,工匠精神与职业信念虽然有概念上的差

异,但在内涵上却是相通的。

(二)导向一致

　 　 工匠精神是职业信念的思想基础和心理支撑,
职业信念是工匠精神的行为表象,工匠精神与职业

信念有内在的联系,两者之间高度契合,两者在内涵

和功能上相得益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

上是一致的。 工匠精神和职业信念作为人类对技能

完美追求的价值观念被代代传承,一直在职业领域

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效能,引领和激励人们追求完满

与卓越。
如前所述,广义上的工匠精神不仅仅局限于手

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工匠精神本身是一种对于职

业的高标准、严要求,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职业品格。
就像习近平指出的“领导干部对待工作也要有工匠

精神,善于在细节中出彩” [4]
 

。 各行各业都需要汲取

工匠精神当中所蕴含的职业品质,因此将工匠精神

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教育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不
仅仅是高校的职业教育,还包括各种层次、各种专业

的高等教育。 就职业教育而言,它不仅代表着社会

的经济水平,也代表着现代化教育水平。 国家对职

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打破了止

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变得与普通教育同样重要。
职业教育成为脱贫攻坚、阻碍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教

育公平、实现个人价值的有效方式。 因此,高校应把

“工匠精神”融入到大学生职业信念教育中,培养当

代大学生对于职业的“敬重感”“责任感” “使命感”,
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把自己的职业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因而也使其职业信念更加

坚定。

二、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时
代价值

　 　 大学生作为未来职业人才的主力军,培养学生

的“工匠精神”,并将其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教育十

分必要。

(一)有助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随着包括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内的一系列现

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人
工成本成倍增加,不少以代工生产为主的企业面临

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中国制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

境,亟需转变为“中国智造”。 “新范式的出现是为

了破解上一阶段所面临的困境”
 [5]

 

。
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 如果没

有一大批严谨专注、执着坚守、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大国工匠的努力和奋斗,如果全社会不重视工匠

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就不可能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

目标,企业也不可能行稳致远。 有关数据表明,与欧

美日企业平均寿命是四十到六十年相比,中国的中

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三年,全球知名品牌中,尽管中

国品牌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但依然任重道远。 因此

工匠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培养优秀“工匠”的精

神基础,更是打造“中国品牌”,提升中国“智造”水

平的精神力量。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加强人才队伍

的培养是强国的关键,除了培养学术人才以外,也要

重视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 而大学生则是“中国

制造 2025”战略的生力军。 将工匠精神与职业信念

融合起来,将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与思修素质进行

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严谨专注、
不断创新、淡泊名利等精神,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有助于学生成为有使命担当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为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

发展的速度与品质、强化国际竞争力、巩固国际地

位、建设制造强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队伍支撑。 因

此,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教育是十分必

要的。

(二)有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面对不断涌现出的新经济形势和新技术革新,
当前社会发展亟需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端技术人才。
高端技术人才不仅仅意味着对工作技能的严格要

求,同时也意味着对技术人员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坚

定的职业信念的要求。 虽然大学生职业信念的问题

渐渐受到各个高校的重视,但出于各种原因,当前,
我国对大学生的职业信念教育仍有所欠缺。 大部分

高校课堂更多的是将重心放在未来职业规划教育

上,并没有将职业信念的培养作为教育重点融入课

堂,从而导致学生首先没有一个认知职业信念的环

境,其次没有培养职业信念的氛围,再则没有深化职

业信念的推手,可以说,大学生职业信念的培养在现

今高校的课堂上是相对缺失的,亟待加强和改善。

(三)有助于培养时代新人
 

　 　 在当今这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

广泛接触新事物、新思想、新理论,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及职业观等,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工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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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为职业发展的精神产物,它有着明确的实践指

向,它需要职业者“沉下心、弯下腰”
 [6]

 

。 它所蕴含

的敬业、专注、精益求精、创新等内容,对职业信念及

其密切相关的职业道德有重要的影响。 比如,爱岗

敬业与工匠精神密切相关,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要求。
工匠精神代表的不仅是优秀的传统精神,也是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行业精神的辩证统一,同时它

也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包含着职业信念和职业

道德等要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强的契合

度,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

要求。 因此,将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

既能增强大学生的职业信念,又能培育大学生的职

业责任感,还能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

道德习惯,从而达到较高的职业道德境界,成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传播者。

三、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基
本原则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原则

　 　 在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过程

中,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既保障

职业精神培育的正确方向,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践行提供具体的渠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

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要求,对公民而言,
涵盖了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等要求,这也是对各行

各业的从业者的要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

向,要求大学生在职业信念的培育过程中,将小我和

大我有机结合起来,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人生自我价

值和社会价值。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需
要每一个从业者对普通而平凡的岗位有坚定的职业

信念来支撑。 马克思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绝

不只是为了谋求生计,更不可能只是无意识地或者

仅仅是出于无奈地重复劳作。 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导向,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才能正确处理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才能更好履行公民义务、实
现人生价值、承担社会责任。

(二)精神渗透原则

　 　 以自然的、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大学生职业信

念培育,将工匠精神渗透于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

各个环节之中,持续不断地培养学生对自己职业的

敬重与热爱。 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过

程中坚持以精神育人,以精神化人,能更好发挥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隐性教育作用,让高校大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提高其职业信念,使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

方法更具渗透力,过程更具感染力。 同时,培养出一

批掌握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理论和实践操作技巧的

思想政治工作者,有助于推动高校职业信念培育的

深入发展,对于创新高校职业信念培育的方式,提高

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实效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三结合”原则

　 　 每个职业有其特定的职业标准,既有法律法规

的要求,又有行业规范、职业道德要求等,不同的职

业既有共同性的部分,又有各自独特的实践环境和

要求,必须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因势而动。
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要坚持“三结合”原则———

结合职业、结合学生、结合生活。 具体而言,即大学

生职业信念培育要深入不同的职业实际,有效挖掘

和利用工匠精神的内涵及其教育功能。 不同的专业

具有不同的专业特色,理论概念可以相同,但在实践

过程中要分门别类,这样才可以避免造成“脱离实

际,空喊口号”的尴尬。 同时,要获得学生的认同,让
学生积极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来,就要深入学生的

具体实际开展调查,了解当下学生关注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从而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最后,大学生职业

信念培育还要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要了解时下各

行各业的动态、特色和未来发展,让培育工作不仅体

现各行各业的特色,还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

(四)外化于行原则

　 　 所谓“外化于行原则”,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行,不能知行脱节,工匠精神的培育不能只停留在理

论上、口头上,必须在实践中淬炼,在实践中体现,达
到知行合一。 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
要让高校大学生认识它、了解它,渗透于课程教学的

全过程,让大学生在将工匠精神内化于心的基础上

外化于行。 也就是说,将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

信念培育的目的,是促使大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

以及人生历程中,以“工匠精神”为价值引领,领悟和

追求工匠精神的精髓和内涵,将真诚做人与完美做

事统一起来。 面对不断涌现出的经济新形势和技术

革新,当前社会发展亟需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端技术

人才。 人才质量决定着企业产品质量与企业未来发

展前景,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品质。 在以

工匠精神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职业信念培育时,要
引导他们深刻学习和领悟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塑

造他们的心灵,以思想引领、价值观塑造去影响他们

的实践,使其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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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事业的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奉献青春力量。

四、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主
要途径

(一)坚持主渠道,渗透工匠精神,增强职业认同

　 　 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已经成为了时代发展的

主旋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职业信念培

育的“主渠道”。 因此,有必要把工匠精神渗透到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中,渗透于大学生职业信念培

育的各个环节之中,使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方法

更具渗透力,过程更具感染力。 这就要求坚持以精

神育人,以精神化人,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隐性教

育作用,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其对未来的职

业信念。
同时,还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 构建完善的课

程体系以及打造独具“匠心”的教师团队来实现工匠

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教师在课程设计时,要对工匠

精神有一个深入细致的了解,将相关资料收集并加

工成自身的知识储备,在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

的过程中,以思想引领思想,以心灵塑造心灵,激起

共鸣共通,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使空泛的概念凝实起

来、抽象的内容鲜活起来、学生的收获多起来。
例如,一些服装设计类的学生对职业认识存在

偏差,认为出名才能赚钱、工作只为挣钱、设计全靠

抄袭等。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引导学生以秋山利辉、
造椅子树的老人等真实素材为案例进行讨论,从而

发挥工匠精神的价值导向作用。 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 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由“填鸭式”接受

转变为“饥饿式”的主动摄入,增强学生的参与性;充
分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有机插入与题材相关的工

匠精神相关素材,提高与学生专业的联系程度,树立

将来从事意向职业的信心和信念。
另外,重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将工匠

精神渗透到专业课的教育教学中,同向同行,同频共

振,培养大学生的工匠意识,形成良好的工匠品质,
以保证大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前就具备良好的职业

信念。

(二)引导职业规划,涵养工匠精神,培养职业情感

　 　 目前,大学生对职业信念的理解还停留在理论

层次,一些大学生对职业信念的理论认识和自觉培

养意识还不够。 部分大学生在校期间,对自己的专

业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没有清晰

的方向,更谈不上树立坚定的职业信念。 大学生职

业信念培育要深入社会、深入学生、深入生活,从而

提高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的实效性。 大学生职业信

念培育要深入不同的职业实际,不同的专业学生将

来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不同,每个职业有其特定的职

业标准,要结合不同专业,有效挖掘和利用工匠精神

的内涵及其教育功能,引导学生做好职业规划,逐步

培养职业情感。
结合就业指导课程开设“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

课程,将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兴

趣、特长,立足新时代特点和要求,把自身职业发展

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

大征程中,逐步形成明确的职业定位,帮助学生培养

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为将来从事的职业培养坚

实而良好的情感基础。
比如,讲授南华大学丁德馨教授的动人事迹:作

为中国铀矿采冶学科开拓者,怀抱强核报国之志,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对工作、事业执着、精益求精,
成就一个学科、一个行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铀矿采

冶专业人才,有力地保障了“核工业粮食”的安全。

(三)加强文化熏陶,感悟工匠精神,提升职业自信

　 　 当今世界,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7]
 

。 要引

导学生深刻学习和领悟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洗涤他

们的心灵,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社会主义事

业的接班人,“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就首

先要增强学生的职业自信,唯其如此,才能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可以开展主题活动,加强文化熏陶作用,以“缄

默知识”感染教育学生;建立工匠精神进校园活动机

制,以职业教育活动周、毕业季、开学季等为主要节

点,收看“大国工匠” “辉煌中国” “大国重器” “大国

匠魂”等纪录片或宣传视频,比如,重点介绍大国工

匠徐立平的故事,立足航天固体发动机整形岗位,一
丝不苟,严谨细致,“雕刻”火药,为国铸剑,练就了一

手在高难度岗位中“精雕细刻”的绝活,长达 30 多年

来,一直保持着 100%合格率和安全事故为零的纪

录;举办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征文、演讲、知识抢答

等比赛;以“道德讲堂”为平台,邀请劳动模范、技能

大师、杰出校友等开展专题讲座、亲身经历座谈等活

动;利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和

职业信念来示范引领,使学生感同身受,切实推动工

匠精神进课堂、入头脑、进心田,从而提升学生未来

职业的自信。 再比如,宣讲南仁东的故事:南仁东作

为中国天眼之父,以赤子之心,爱国报国,在长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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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岁月里,专注坚守,“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

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项目。 其中蕴含的内心笃定、执着、坚持等

精神,对大学生无疑是一种文化熏陶。

(四)开展专业实践活动,体验工匠精神,强化职业

意志

　 　 工匠精神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要将工匠精

神与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充分融合,形成一种文化

与思想上的共同价值观,并由此产生内生动力,在实

践中不断淬炼。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
工匠精神融入大学生职业信念培育,不能脱离现实

生活和社会实践。 应“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8]
 

,
让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彰显生命力和说

服力。 因此,必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把工匠精神融

入到课外实践教学环节中,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培
养职业情感,激发他们对将来意向职业的追崇,树立

献身其职业的信念,强化职业意志。
比如,组织学生到厂矿的车间、班组进行专业实

习,特别是那些勇于攻关、锐意进取的一流班组,亲
身体验“把产品当作艺术品来雕琢;把产品品质当作

生命来守护;把工匠精神当作灵魂来传承”,以工匠

精神锤炼意志品质,领悟和追求“诚意、正心、修身”

的职业信念与实践智慧,促使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

涯中,能以工匠精神为精神支撑,提升中国“智造”水

平,打造“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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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alled
 

Craftsmanship
 

Spirit
 

is
 

an
 

integration
 

ofa
 

series
 

of
 

good
 

pers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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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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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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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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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mer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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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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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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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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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fess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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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mpatible
 

with
 

professional
 

beliefs.
 

Th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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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hip

 

Spirit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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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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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beliefs
 

will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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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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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n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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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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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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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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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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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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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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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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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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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identity
 

through
 

main
 

chan-
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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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gui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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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with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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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eople
 

from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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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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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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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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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smanship
 

Spirit,
 

and
 

enhance
 

profes-
sional

 

self-confidence;
 

carrying
 

out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order
 

to
 

experience
 

Craftsmanship
 

Spirit,
 

and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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