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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现代学徒制背景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现状进行了剖析，从中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培育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为我国培养高素质技术性人才提供了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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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高素质技术性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加大，国家

也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培养。所以，必须要探索职业教

育“工匠精神”培育的新方法，为我国的飞速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1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培育现状 

1.1 职业道德水平有待提高 

现代学徒制是在我国传统的学徒制基础之上，与现代职业教育有机

结合，通过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共同教授专业技能，从而促进学生发展

的新型教学制度。现代学徒制可以延长学生的职业教育时间，提高学生

的职业技能水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调查发现，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存在着学生职业道德水平认识不足的问题。在学生参加工作后，

存在着应付工作，敷衍了事的情况。 

1.2 职业技术水平较低 

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性人才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学生的职业技术

水平，关系到未来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虽然现代学徒制是学校教师

与企业师傅共同教育学生，但由于学生的学习能力不足，以及教师与师

傅间沟通不及时等问题，在教学培育之后，仍然存在着学生职业技术水

平较低的情况，如果不及时纠正，会影响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状况。 

1.3 职业心理素质较差 

职业心理素质，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自我监督、自我改正的能力，

在从事工作后，能够克服工作压力，在面对困难时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

心理状态，以更饱满的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去应对挑战。调查发现，当前

我国经过职业教育的学生，仍然存在着职业心理素质较差的问题。许多

学生由于基础知识有缺陷，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导致不能积极应对工作

中的困难，无法承受工作压力和领导批评，而选择不停地更换工作，甚

至放弃工作。 

2 职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培育措施 

2.1 加强工匠精神宣传教育 

从 2016 年开始，“工匠精神”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其“敬

业、精益、专注、创新”的理念与我国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

所以，提高职业教育学生的道德水平，应加强工匠精神的教育培训。 

首先，学校与企业要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工匠精神学习活动，引导学

生了解工匠精神，提高学生职业道德水平。例如，开展“工匠精神作品

展”、“工匠精神演讲比赛”等活动，增加学生的热情，保证每一个学

生参与到工匠精神的学习中，使学生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工匠精神的理念，

提升自身职业理念。其次，学生也要主动地去学习工匠精神的理念，改

变传统的思维定式，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价值观，从而更好

地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 后，国家也要加大工匠精神的宣传力度，

弘扬具有高技能、高品质的职工事迹，提高全社会对于工人职业的认知

度，破除传统的观念，引导大众尊重劳动职工，提升职工的职业骄傲感。

此外，企业也要创新管理体制，加强企业内部的思想建设，提高企业职

工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还要对工作优秀的职工进行表彰，增强企业职

工劳动积极性，使其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2.2 创新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学校教授的课程，主要包括专业理论、专业技能

的学习，一般不涉及职业理念的教育。并且，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学

生对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的理解程度不高，导致自身职业技术水平较低。

所以，职业教育学校必须要创新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

术水平。 

首先，学校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的授课

之外，加强学生的职业理念教育。其次，教师要了解学生的需求，对自

身的教学方法进行完善，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

专业技能。 后，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也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3 开展工匠精神实践活动 

工匠精神需要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加深理解，巩固提高，进而提高

自身的职业心理素质。 

首先，企业与学校之间要加强沟通交流。企业要为学生提供实习工

作的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检验自身的能力，了解自身的不足，促进能

力的提高。学校也要主动拓宽渠道，积极寻找更适合学生的工作平台。

其次，学生要在实践工作中践行工匠精神的理念，以先进的理念指导日

常工作，在工作中加深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形成良性循环，促进自身能

力的提高。 后，国家也要继续加强工匠精神的宣传教育，让工匠精神

贯穿全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我国高

质量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早日实现“中国智造”的目标。 

3 结论 

总而言之，在现代学徒制背景下，融合“工匠精神”理念的职业教

育培育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术水平，为我国

迈向中国智造目标提供更多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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