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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筑牢制造强国建设的人才基石、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滋养化育,要用工

匠精神夯实高技能人才的理想信念根基,情感是“现实的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作

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新时代,推进工匠精神培育,须加强对工匠的情感世界的关注,从情

感维度审视制造强国视野下工匠精神的缺失,以此扭转工匠精神日渐式微的客观窘境,深化对工匠

思想道德素质的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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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

之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内外部形势变化的

战略要求。 历史与实践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没
有强劲的工业现代化竞争水平,就没有强盛的国家

和富强的民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并多次围绕制造强国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形
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论述。 2015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

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强调:
“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 [1]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2]25 奋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让国家和民族强大起来。
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就必须将大国制造的根基打扎

实、打牢固。
人才是强国之本、兴业大计,是第一资源、命脉

所系。 我们党愈发认识到,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 将根基打扎实、
打牢固就要强化制造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为制造强国建设构筑牢固的人

才基石。 工匠精神深刻反映了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是时代精神的鲜活展现。 筑牢人才基石、壮大高技

能人才队伍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滋养化育,要用工匠

精神夯实高技能人才的理想信念根基。 情感是“现

实的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作用人

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 “没有‘人的感情’,就从

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3] 质言之,
技能人才是工匠精神的主要续脉者、践行者、开拓

者。 因此,本文从情感维度思索工匠精神培育,既是

对当前工匠精神缺失的深层考识,又是对锻造过硬

工匠本领的深刻考虑,更是对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

深重考量。

一、制造强国视野下工匠精神内蕴的情感精义

　 　 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

国品牌转变” [4]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突破并掌握一

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并化解一系列“卡脖子”难

题,缔造更多中国创造、中国质量和中国品牌。 这就

内在要求,愈来愈多的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能够充

分涌现出来;这就意味着,要以“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5] 所内蕴的情

感共鸣与精神力量,激励和调动更多新时代劳动者

锻造过硬本领、争做高技能人才。 因此,系统把握工

匠精神内蕴的情感精义,准确掌握其中鲜明的立场

观点和情感取向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执着专注:岗位工种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投入一时易,执着专注难。 执着专注,是工匠精

神的首要特质,是匠心结出成果的金钥匙,内蕴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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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凝神笃志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的厚积薄发。 古往今来,正是在时间洗礼和岁月

蹉跎中,一代代能工巧匠以执着专注的匠心匠气,持
续在其行业领域和岗位工种中投注心血,打造出一

件件把握时代脉搏和凝结历史记忆的传世精品。 执

着专注,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内生动力。 当执着专

注内化为一种自主意识与行为习惯,工匠便能够主

动将自身的全部精力和智慧投注到其当下正在做的

事情中来,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的一切本领

能力和资源要素,将正在做的事情办好办实,做到极

致、结出成果。 唯有执着专注并保持执着专注,个人

才能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在平凡的岗位工种上干

出不平凡的成果业绩。 工匠精神执着专注的品格特

质,内蕴着工匠对岗位工种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认

同感与归属感是工匠内心深处的心理基础和情感纽

带,反映着工匠对工作性质和职业活动的理解与热

爱,折射出工匠对产品品质和工艺手法的坚守与维

护,彰显了工匠的乐业精神和精业品格。 作为一种

自我确证和价值体认,岗位工种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既是一种历时性过程又是一种共时性状态,既无法

自发生成也无法恒定保持。 这就意味着,工匠深厚

的情感需要其在职业生涯的全过程中持续得到外在

的滋养与灌溉,并在处理各种工作的疑难杂症、抵御

各种外界刺激侵扰中持续强化内在的魄力与定力。

(二)精益求精:比争赶超的紧迫感与危机感

　 　 回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精益求精、
臻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锻造生成的

内在禀赋。 在寒耕暑耘、精耕细作中中国人民将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中中国

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发展成果。 精益求精是工匠

精神的核心特质,是工匠对技法工艺更新的极致追

求和热忱探求,是工匠对产品质量指标的高标准和

严要求。 从一件件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瑰宝中我

们能够深刻体会到,有多少匠心独妙的精品,就有多

少无法磨灭的精神。 工匠们正是在精密精准、胜之

毫厘的自我加压和千锤百炼、精进不懈的自我赋能

的过程中,养成了精益求精、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实践证明:术业有专攻,工匠只要秉承精益求精的事

业追求,坚持从事一行钻研一行,肯下功夫、自找苦

吃,就能成为一个行业的佼佼者、一个领域的领头

羊。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内蕴着比争赶超的紧迫感

与危机感。 之所以会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坐不

住”的危机感,取决于工匠自身的工作属性和实践经

验。 技艺优化和革新升级,既是技术发展的客观规

律的外在要求,也是工匠这一群体精进技能的内在

要求。 例如,在精密仪器制造业中,随着技术工具不

断发展和仪器设备迭代升级,从事这一领域的工匠

们必须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适时掌握

精密加工技术和测量方法,以强烈的紧迫感与危机

感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 这就意味着,工
匠们必须始终坚持精益求精,只有以比争赶超的紧

迫感与危机感推动产品质量的再提升和工艺的再优

化,才能牢牢端住谋生饭碗。 比争赶超的紧迫感与

危机感,要求工匠们顺应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的潮

势,端正“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积极态度,树牢“本

领恐慌”的积极意识,深入钻研、开拓创新。

(三)一丝不苟:任务使命的责任感与敬畏感

　 　 “行谨则能笃其志,言谨则能崇其德。”工匠精神

内蕴的一丝不苟的优良品格是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

特质禀赋。 一丝不苟是大国工匠高度负责、严谨审

慎的职业修养,体现于其对细节之处和毫厘之间的

严格要求。 追求一丝不苟、实现一丝不苟,既是科学

认识论,又是科学方法论。 做到一丝不苟:就要下足

绣花功夫,善于在精细之处出精品;就要认真打磨每

一处细枝末节,审慎把握每一道工序流程;就要在产

品制造过程中力戒心浮气躁、粗心浮气、偷工减料,
做到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工艺精细。 一丝不苟是一

种目标追求、一种工作常态、一种举止习惯,内在葆

有工匠们对任务使命深沉的责任感和敬畏感。 这种

责任感体现在工匠能够站在任务使命全局的高度想

办法、干事情,始终怀着放心不下、严谨负责的工作

心态对待各种工作安排,对任务使命不推诿逃避、不
畏缩闪躲,主动承接好各项任务安排,敢挑重担、敢
啃硬骨头、敢接烫手山芋,确保工艺手法零失误、零
差错,保障流程工序高效协同运转。 例如,在航空航

天制造业中,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极高,任何

瑕疵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而,从事这一领域的工

匠们必须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感,对每一个

生产环节都进行严格的把控和检验。 事实上,这种

敬畏感体现在工匠对任务安排有清醒的理解,对规

矩纪律有明确的把握,对生产过程有强烈的忧患意

识和底线思维,对言行举止有自觉约束的积极习惯。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葆有敬畏感,就明确知道自己

“可以干什么”“什么不能干”“怎样能干好”,力戒口

无遮拦、自以为是、天马行空的消极意识与错误言

行,始终做到对可能发生的起伏流转和突发事件有

必要的心理准备,严防生产制造过程中发生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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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灰犀牛”事件。 质言之,工匠只有做到一

丝不苟,永葆对任务使命的责任感与敬畏感,才能始

终保持正确的工作方向,避免堕落蜕化、误入歧途。

(四)追求卓越:功不唐捐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追求卓越就是拒绝

平庸、求索不息,这是工匠立身处世的终极目标、心
无旁骛的远大追求。 无论身处哪一个行业领域,工
匠只要永远怀着一颗追求卓越的心:就能在实际工

作中主动调整心态、磨炼心智、涵养心性,不断激发

和调动自身的内驱力,强化技能水平的自我完善和

自我提升;就能在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过程中淬炼

成长,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崭露头角。 也就是说,工
匠不应做消极的“躺平匠”“佛系工” “摆烂者”,唯有

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经风雨强筋骨,才能为职业生

涯的成长发展积攒源源不断的动能;唯有开阔心胸

眼界、涵养格局境界、提升觉悟魄力,才能真正实现

人生价值和目标追求,达成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辩证统一。 事实上,每一位工匠都是“具体的人,有
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

挣扎” [2]291。 功夫没有日久荒废,努力没有白白付

出,成果没有付之东流,因而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内

蕴着工匠们功不唐捐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这种强烈

的主观体验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有机统一。 在

职业生涯的道路上追求卓越、力求突破瓶颈、实现自

我超越、补齐弱项短板的工匠精神,为技艺发展和产

业壮大提供了充沛的前进动能和创新活力。 这种由

持之以恒追求更高水平生发而出的日臻富足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是对工匠们精神世界的鲜活彰显。 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苦中觅乐、乐在其中。 这种“看得

见”“摸得着”日臻饱满的真挚情感,持续激励着工

匠们立足当下、打牢基础、着眼长远,力争取得更大

的突破,也不断滋养着工匠们历久弥坚的初心本念,
即干干净净做人做事、坦坦荡荡创新创业,依靠辛勤

劳动和深入钻研,让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

持续。

二、制造强国视野下工匠精神缺失的情感审视

　 　 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离不开供给质量和运转效

能的提高,离不开高技能人才队伍规模的扩大和质

量的提升。 当前,能工巧匠的数量与质量的供给同

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

间,然而技能人才的角色定位不清、敬业精神不足、
钻研意识不够等工匠精神缺失问题成为了人才支撑

作用发挥不足的桎梏。 这客观反映了部分工匠在精

神上“缺钙”,从而必然导致“软骨病”的发生。 作为

一种身心体验,情感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类

与生俱来的本真主体力量。 因此,从情感维度审视

制造强国视野下工匠精神的缺失,以期窥见当下工

匠精神缺失的一个侧面。

(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我解脱

　 　 当前,工匠精神缺失直观体现在部分工匠消极

懈怠、懒惰怠工,对待岗位工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究其情感根源,在于其内

心抱有职业疏离感、怀着冷漠隔阂的消极心态,以期

达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我解脱。 他们既对

岗位工种不理解、不认同,也对行业集体毫无归属

感。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外
在表现出一种“上推下卸” “脱躲绕丢”的精致利己

的思想。 作为一种消极的情感形态,这部分工匠在

其劳动中并没有感到身心满足而是感到情感能量丧

失,其主观地认为本职劳动“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

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

残” [6]53,从而导致其更愿意在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其

他方面投入时间精力。 这种消极情感所释放的负能

量,将给其带来日益激增的焦虑情绪,使其习惯于用

消极的心态和片面的视角看待问题,也直接削弱了

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身心发展进程和生

命活力受到抑制。 这是自身精力与情感能量的主动

内耗,无异于“画地为牢”,致使其工作主动权丧失,
自我放弃向好向善的职业生涯发展良机。 与此同

时,如果这种负能量直接作用于生产实践活动,在潜

移默化中就会对行业整体生态带来消极影响,将给

产业整体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直接造成人力、
物力、财力的浪费,致使工艺升级优化和产品质量提

升进程停滞不前。 在行动上左顾右盼、在态度上慵

懒散漫,耽误的是顺应潮势进行改革创新的历史契

机,贻误的是制造业飞速发展的时代良机。 究其原

因:一方面,工匠在长期重复性工作中因缺乏明确职

业规划和晋升路径易陷入职业倦怠,导致其工作动

力减弱;另一方面,工匠个人价值观、道德观念差异

及其过往经历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或身处的高压工

作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责任感,使其在面对困

难时选择逃避。 此外,技能与知识的局限及持续学

习机会的缺乏,也限制了工匠们应对新挑战的能力,
加剧了这种消极态度。 质言之,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等不起、慢不得,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这种消

极的情感状态久经时日危害甚重,决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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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自我劝诫

　 　 整个世界是问题的聚合体、矛盾的集合体,既躲

不了更绕不开,矛盾运动是推动事物前进发展的根

本动力,“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

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

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7]推进制造强国建

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解决目前生产流程、生产工艺上存在的各种疑难

杂症和顽瘴痼疾。 但个别工匠在生产过程中碰上问

题不报告、遇到矛盾不解决、明知真相不揭露,奉行

“好人主义”,想当“好好先生”,知情不报、听之任

之,不愿指出问题,怕批评人、得罪人,内心秉持一种

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自我劝诫。 这种情感形态在

“人”上具有紧迫感与危机感,而在“事”上常常“看

人下菜碟” “凑合应付”,企图回避问题、掩盖矛盾、
纵容错误,“和稀泥”。 揆诸现实,“‘好好先生’并不

是真正的好人。 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

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 [8]532。 这种表面上其乐

融融、相安无事,对待他人工作失误和自身过失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是在耍“迷踪拳” “捧杀

技”。 利好的是自己,败坏的是风气。 貌似对人友

善,其实误机、误事、误己。 在技术发展革新中本应

该讲原则规矩,却变成了讲人情世故。 一支技能人

才队伍中若是 “ 好人主义” 盛行,醉心于 “ 无事太

平”,昂扬进取的工匠精神必然不复存在,必然将在

“一团和气”“大家都好”中错失了发展良机。
究其原因:一方面,这类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

能,在面对错误或问题时倾向于避免直接指出问题

所在以规避潜在的麻烦或惩罚,这进一步削弱了其

主动解决问题的意愿,导致其更倾向于保持沉默;另
一方面,在面对问题时,这类人可能感受到更多的犹

豫和顾虑,担心自己的观点与群体期望不相匹配,这
迫使他们在权衡利弊时选择更为稳妥的处事方式,
以避免可能的职业风险和收入损失。 质言之,持有

这种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自我劝诫,解决不了实际

问题,贻害甚广、遗患甚多,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拦路

虎”,也是工匠精神缺失的“催化剂”,更是制造强国

建设的“绊脚石”。

(三)拈轻怕重贪图安逸的自我逃避

　 　 情感取向与精神投向、精神状态密切相关。 热

衷于做一些轻巧事,一门心思搞“副业” “雅好”,在
乐此不疲中上头上瘾,将任务使命抛在一边,必然会

消磨意志、精神消弭、役于外物。 而带着责任感、敬
畏感全身心投入到眼前事、本分事,老老实实干好本

职工作的工匠,必然会心怀责任、胸怀忧患、挺膺担

当。 当前,“孺子牛”式的工匠越来越少,个别工匠不

愿担事、不谋主业,注意力和关注点偏离了工作中

心,消极应付任务安排,日复一日得过且过。 久经时

日,他们精神上的空虚迷惘便会随之而来,情感上的

冷淡漠然自然随之产生。 究其情感匮乏根源在于拈

轻怕重、贪图安逸、心存自我逃避的消极态度。 拈轻

怕重之人,往往大事做不成、小事干不了,在自我认

知上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在安排任务时挑肥拣瘦、
讨价还价、行动迟缓,既不设立新目标,又脱离集体

队伍;贪图安逸之人,往往对面临的风险挑战不清

醒,在大问题、核心议题上犯糊涂,头脑昏沉、信念松

动、丧失忧患;心存自我逃避之人不仅是价值观扭曲

也是情感衰微,更是染上了“麻痹症” “和平病”的症

状表现,其主动拒绝成长进步,自甘沉溺堕落,丧失

了心性之正,选择了凡俗平庸。 滋长骄逸之端,必生

危亡之地。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心理惰性与自我认

知偏差的共同作用下,这类人倾向于选择轻松任务,
逃避挑战。 由于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和一定的长远

目标,这类人在自我满足感的驱使下,都会追求短期

安逸,忽视长期职业成长。 另一方面,职业地位不高

和社会认同度的不足,共同影响了这类人的职业自

豪感和归属感,导致他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容易产生

逃避心理。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心态和不良思绪,
不仅折射其“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而且

昭示其走上蜕变堕落道路的最终结局,流弊种种、弊
害极大。 若这种逃避心理滋生蔓延、歪风盛行,整个

队伍便会在精神上、意志上慢慢蜕化。 这类人在遇

到一点困难时就打起退堂鼓、在面对一点挫折时就

止步不前,致使产业生产秩序被扰乱、干事创业环境

被破坏,延缓制造强国的推进。 因此,对上述消极心

态必须加以警惕,从根祛除。

(四)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自我疗愈

　 　 当前,制造强国建设已经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

时期,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亟须突破,一些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亟须加速,一些科技成果转化运

用亟须畅通。 基于此,要推进生产流程、工艺的优

化,锤炼创新核心技术,挖掘与培育制造业发展的新

增长点;要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决摒弃任何贪

图享乐、回避问题、犹豫观望等错误思想和言行;要
提升斗争意识,敢于挑战权威,提高技艺切磋比拼强

度,深化经验交流和思想碰撞,根据形势变化主动出

击、主动迎战,依靠摸索、探索走出“少有人走的路”,
打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与此同时,个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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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工匠精神缺失的现象,
例如,这类人遇到瓶颈难题装聋作哑,遇到竞争比拼

躺平摆烂,遇到风险挑战推诿逃避,出了责任问题装

疯卖傻,为保全自身已经具备的岗位工作和技艺技

能而不愿参与斗争、不愿担当作为,对技术更新过程

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怀有畏惧感和抗拒感。 这种

消极现象直接反映出其内在抱有明哲保身、但求无

过的思绪。 这种含糊暧昧、优柔寡断的情感形态是

其主观上对任务的躲闪、对挑战的畏惧,是但求无

过、得过且过、丧失斗争意志的自我疗愈与自我救

赎。 事实上,在不确定性和责任压力较大的工作环

境中,责任追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在面对工作

失误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致使其可能通过选

择“但求无过”的方式来减少因劳动失误而带来的潜

在风险与损失。 “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
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8]533 明哲

保身是无济于事的,但求无过是于事无补的,所谓的

“明哲保身但求无过”非但不能让其得到心理疗愈与

生命救赎,反而致使其深陷反复畏惧、持续抗拒的情

感漩涡,不利于其身心全面发展,并且可能间接导致

技术创新发展步伐缓慢、停滞不前,不利于制造强国

建设的整体推进。

三、制造强国视野下工匠精神培育的情感观照

　 　 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持有的基本态度和主观体

验,情感是不可忽视的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全面自

由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 制造强国视野下工匠

精神培育,必须加强对工匠的情感世界的关注,以此

扭转工匠精神日渐式微的客观窘境,进而深化对工

匠思想道德素质的形塑。 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工

匠精神培育要调动工匠精神日臻丰富的情感资源,
做到以文化人;二是工匠精神培育要善用工匠精神

日臻多元的情感载体,做到以境化人;三是工匠精神

培育要深化工匠精神多维的情感体验,做到以爱感

人;四是工匠精神培育要激活工匠精神持久的情感

动员,做到以情聚人,从而将工匠精神注入工匠心

田,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一)以文化人:调动工匠精神的情感资源

　 　 “现实的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是有血有肉、感性理性兼具的社会性动

物。 情感是“现实的人”所具有的本质力量,具有深

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极大作用于改造主客观

世界的进程,发挥着主体心境、心态的“调节器”和客

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催化剂”的作用。 一方面,正向

的情感抒发可以持续激发主体的激情和热情、意志

力和自制力,更好地使其发挥人的内在潜能,帮助其

更好地理解与管理自身情绪,推动事物朝着理想的

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负向的情感抒发将促进其释放

负能量,使其带着抵触情绪做事情,被情绪状态所左

右,从而影响其同他人建立深层次联系,极大阻碍干

事创业进程的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化工匠精

神培育,要重视和调动工匠精神内蕴的积极正面的

情感资源,释放工匠精力充沛的情感能量,要走进工

匠的情感世界、作用于工匠的心灵深处,筑牢“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情感基础,
以匠心匠情传递正确价值观念、涵养信仰信念信心、
化育立场观点方法。 具体来说,一是调动工匠精神

的情感资源要调动工匠对其岗位工种的认同感与归

属感,让其主动发现并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和作用,
进一步增强其职业安全感和工作自信心。 二是调动

工匠精神的情感资源要调动工匠比争赶超的紧迫感

与危机感,深化其竞争意识和斗争意志,激发其持续

投入技术探索,不懈追求产品极致。 三是调动工匠

精神的情感资源要调动工匠任务使命的责任感与敬

畏感,引导其杜绝侥幸心、增强敬畏心,严以修身、严
于律己。 四是调动工匠精神的情感资源要调动工匠

功不唐捐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引导其平衡工作心态、
化解消极思绪、巩固正面信心,促使其在工作中统筹

好“质”的高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技”的创新

发展。

(二)以境动人:善用工匠精神的情感载体

　 　 情感载体,就是用以表达与传递情感的媒介。
例如,在文字对话中,常用语气词、标点符号、图像元

素、具体事物等表达话语内外的情绪情感;在音频影

像中,常用语音语调、画面变化等烘托情感与氛围;
在现实交流中,常用肢体互动、表情变化等传递情感

状态。 中华民族是重情重义、通情达理的民族,中华

经典诗词歌赋中常有文人雅士借助具体事物,内敛

含蓄优雅地表达与传递情感。 例如,借用芭蕉书写

心中的孤苦与凄凉,借用草木寄托心中的思念与惆

怅。 善用情感载体,可以准确地表达与传递情感内

容,充分地引发情感的交流互动与共鸣共情,推动彼

此之间的沟通协作,增强彼此之间的互信互利。 从

这个意义上讲,深化工匠精神培育,要善用工匠精神

的情感载体,围绕“工匠” “技艺” “产品”,深化载体

运用与情境建构,推动情感激发、心灵舒展与精神注

入。 具体来说,一是要充分发挥行家里手的引领作

用。 “先进人物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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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挖掘与阐发大国工匠的精神品格与情感力

量,以先进典型为带动引领,激发推动制造强国建设

的情感共振。 二是要充分发挥“技艺绝活”的示范作

用。 通过深度揭秘和现场演绎巧夺天工的匠心匠

艺,充分诠释工艺磨练、技能积淀的实践过程,鲜活

表达超越自我、突破极限的心路历程,以此增强工匠

们的职业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是要充分发

挥绝妙之作的品鉴作用。 通过实体与虚拟展示一件

件凝结心血、精雕细琢的精品瑰宝,引导更多工匠从

精品妙作中汲取精神滋养、体悟情感力量,深化匠心

匠德和匠技匠艺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三)以爱感人:深化工匠精神的情感体验

　 　 笑是感情的自然舒展,泪是感情的自我净化。
情感体验是锻造坚强意志、开阔心胸格局、推动境界

升华的有效手段。 中国传统德育实践尤为重视情感

体验,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付之以爱,使人们在潜

移默化中陶冶情操、怡情养性,能够充分激发人们内

化先进精神、提升思想觉悟,推动其精神状态由被动

转化成主动、由疲沓提升至振奋、由平缓提高为澎

湃,进而以昂扬的面貌状态和充沛的动力能量奋力

开拓事业发展的新高度、新境界。 马克思也指出: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

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

的存在物。” [10]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深化人的情

感体验,推动由外向内的情感传导,有助于人的本质

力量的充分发挥,有益于破除“心中贼”,纯净内心世

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工匠精神培育,补足工匠

精神缺失,要着力深化工匠的情感体验,以真挚之情

和热忱之爱持之以恒地加强其自身世界观改造,从
而抵制思想侵蚀、防止意志蜕变,守住职业道德底

线。 深化工匠精神的情感体验,不是抽象的而是具

体的精神活动。 具体来说,一方面,深化工匠精神的

情感体验要用文艺精品深化工匠的情感体验。 精品

力作“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

颓废萎靡之风” [11] 。 这意味着,要通过文艺观照的

方式,充分发挥精品力作的浸润力、感染力和感召

力,触发心灵悸动和情感激荡,进而帮助工匠筑牢正

确思想认识,升华思想道德境界。 另一方面,深化工

匠精神的情感体验要用理论精品深化工匠的情感体

验。 理论精品蕴含着深邃真理智慧、深刻实践经验、
深厚道德规范,其能够帮助工匠解决现实问题、解答

思想困惑。 这意味着,要通过理论观照的方式传递

科学思维方法和正确价值观,实现答疑释惑、化育心

智、激扬斗志。

(四)以情聚人:激活工匠精神的情感动员

　 　 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性和感召力,能够促进集

体一致意见的达成,提升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
动形成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对群体的心理意识和

言行举止产生深刻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

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

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12] “在市

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

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 [6]13 这深刻说明

了,稳定的情感传递、持久的激情抒发和强烈的情感

动员,对我们改造主客观世界产生深刻影响,有益于

我们塑造精神世界和实现灵魂洗礼,有助于我们达

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使命愿景。 新时代,
推进制造强国建设需要激活人才“引擎”,需要“激

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13] ,而这

离不开工匠精神培育,离不开以情聚人和充分激活

工匠精神的情感动员。 具体来说,一是工匠精神培

育要顺应智能媒体时代潮势,要强化工匠精神正面

宣传、规模传播和情感动员。 工匠精神正面宣传要

锚定内容为王,挖掘、整合与利用真实客观的信息素

材,创作并宣传有站位高度、有思想深度、有情感温

度的以大国工匠为主题的特辑。 二是工匠精神培育

要兼顾高质量、大流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
丰富工匠精神的表达方式,推动工匠精神形成更为

厚重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 三是工匠精神培

育要系统建构相关典礼、仪式活动,深化工匠精神的

集中教育、集体记忆和情感动员。 具体是指利用关

键时间节点开展年度式和持续性的典礼仪式活动,按
照“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要求,对流程、
环节与节目进行精心设计,对先进典型工匠进行褒奖

宣传,活化工匠精神的内涵意蕴,使之更加立体鲜活、
更富匠心匠气,进一步激活工匠精神的情感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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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the
 

talent
 

cornersto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manufacturing
 

country
 

and
 

to
 

expand
 

the
 

team
 

of
 

highly
 

skilled
 

talents,
 

it
 

is
 

indispensable
 

to
 

nourish
 

and
 

nurture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nd
 

to
 

strengthen
 

the
 

idealistic
 

foundation
 

of
 

highly
 

skilled
 

talents
 

with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Emotion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 real
 

people" ,
 

and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people ' s
 

ideology
 

and
 

behavior.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world
 

of
 

the
 

craftsmen
 

and
 

examine
 

the
 

lack
 

of
 

craftsmanship
 

in
 

the
 

vision
 

of
 

manufacturing
 

power
 

from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so
 

as
 

to
 

reverse
 

the
 

objective
 

dilemma
 

of
 

the
 

declining
 

craftsmanship,
 

and
 

deepen
 

the
 

molding
 

of
 

the
 

ide-
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of
 

the
 

craft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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