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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现,传统制造业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要实现传统制

造业转型,必然需要大量的大国工匠。要想培育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国工匠,高校必须重视学生工匠

精神的培育。本文以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为例,首先分析了工匠精神的内容和现状,然后找到高职院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育工匠精神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工匠精神培育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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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to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t is bound to need a large number of craftsmen from big countri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major craftsmen in line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ies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Tak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majo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then finds the problems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major,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basic idea of cultivating craftsm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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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想实

现企业创新需要有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

高技能员工。我国一直鼓励企业开展个性

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养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1]。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能人才

的重要基地,近些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文件,

都提出高校应该不断加强与企业合作,校

企共同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毕业

生。因此,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当

前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培

养技能型人才的“工匠精神”,是时代赋

予职业教育的历史重任,但是关于工匠

精神在高校如何培育,一直是很多高校

面临的难题,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 

1 工匠精神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工匠精神即精益求精的精神。从字

面意思理解就是具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对

技术精益求精的追求,2016年大国工匠

正式在央视新闻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很

多在自己的岗位勤勤恳恳,不断追求技

术极限的大国工匠。他们为我国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自2016之后工匠精神便

成为热搜词,根据知网收录,截至2020年

年底约有1.4万篇关于工匠精神的学术

论文,由此可见,关于“工匠精神”的研

究已经有很多成果,研究的方向有很多,

包括职业院校如何构建“工匠精神”,

如何将工匠精神运用到课堂中等一系列

研究,总体研究较为全面深入。 

2 高职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培育工匠精神存在的问题 

2.1社会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存在偏

见。当前我国社会普遍存在对职业院校学

生的隐性歧视,同样一般学习好的的学生

也不愿意从事技工这条道路,认为职业院

校学生就是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导致大量

的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技工这条道路。这

也使得很多学生在上学的过程中职业认

同感较低。尤其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很多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报考这

个专业,认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企业工作强度较大,上下班不固定,基层

收入不理想,未来发展有限等。加上社会

普遍存在的偏见,导致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的学生质量素质一般。 

2.2教育模式创新性不足。当前很多

高职院校开设专业都是什么热门开什么,

在开设之前并未进行调研,导致专业申报

之后,师资不够,实训基地更是存在严重问

题。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虽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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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专业,但是很多职业院校学生实训基础

设施不足。导致教师上课只能在教室进行,

总体教学缺乏创新,教学过程以教师讲为

主,学生实践较少。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动

手能力较差,不能够适应企业发展要求。 

2.3教师践行工匠精神能力有待提

高。教师是学校教学和育人工作的实施者,

好的教师对于学生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学校是否拥有一批既具备

“匠心”,又精通“匠艺”的师资团队,

是培育“工匠型人才”的必要前提条件[2]。

“匠心”即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自

觉践行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耐心专注等

品质,彰显教师的职业素养,从而为学生

践行工匠精神提供角色模范。而“匠艺”

是指教师既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要有很好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学习,同

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3]。但是当

前职业院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高校毕业

生,他们没有到企业工作过,直接进入学

校工作,自己本身就缺乏相应的技术,在

讲课的过程中也只能以理论讲解为主,遇

到实操往往自己也处于一种懵懂状态,导

致培育出来的学生技能水平也较低。 

2.4学生参与真实实践项目较少。职

业院校应该是以培养技能性人才为主,在

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但是现在很多的高校,上

课过程中仍然是以理论讲解为主,学生实

操的部分很少,以笔者所教的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为例,现在学校学生的上课

大部分都在教室进行,学生在校三年的时

间里,真正参与实践的只有第三年,但是

第三年实习的过程中,很多学生从事的

行业与自己所学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关系不大。部分不负责任的院校甚

至直接把学生送到电子厂里工作。 

2.5学校工匠精神氛围较弱。要想培

育学生的工匠精神,良好的工匠氛围对

于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

当前很多高校,教师没有起到模范带头

左右,对于自己的业务也不是很精通,学

校也没有组织相应的技能汇报或者技能

大赛,导致学校的整个工匠氛围较低。 

3 高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践行工匠精神的具体策略 

3.1创设多种情境,提高学生职业认

同感。首先,增加学生对电气工程企业的

职业认同感。电气自动化企业是一个个性

化比较强的行业,政府应充分利用媒体对

企业行业进行宣传,引导全社会对电气工

程企业的服务工作有正确认识,提升学生

对电气工程企业的认同感。其次,学校可

以组织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到

企业认知实习,邀请行业专家、企业工作

人员、优秀毕业生等来校作讲座,举办专

业知识和技能竞赛,打造行业文化墙,多

角度、全方位展现行业发展情况,让同学

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行业文化的熏

陶,激发同学们主动学习职业能力的兴趣,

提高职业认同感。有研究发现,职业认同

感与自我肯定呈显著正相关,拥有高职业

认同感的大学生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职业

能力,较少为未来担忧。因此,教师应转变

传统教学观念、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创新

教学方法,夯实学生专业基础,提升专业

能力。同时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在进入

企业工作时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坚韧

不拔的毅力和从基层做起的理念。 后,

学校在甄选实习企业的时候,不仅要看

企业品牌、知名度,更要了解企业的企业

文化。要挑选管理规范、客源稳定,并且

愿意与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愿意肩负

起与学校一起培养企业行业未来需要的

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企业。 

3.2完善教学体系,明确人才培养目

标。作为培育工匠精神主阵地的高职教育,

首先应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科学、统

筹制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按职业能力要

求整体设计培养方案,将学生的职业素养、

工匠精神培育贯穿教育始终,培育满足行

业发展需求的具有工匠精神的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根据企业行业对创新型、复合

型人才的需求以及行业特点,明确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

系,将人文素养、职业素养、工匠精神的培

育与理论、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改变重技能,

轻素质；重专业学习,轻职业素养；重理论

概念,轻实战演习的传统教学理念。在教学

方法上,教师利用微课教学视频、翻转课

堂、VR等技术一方面增强学生对工作现场

的感知度,了解和熟悉企业行业主要工作

场景中的真实操作过程,并熟练模拟流程,

使课程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紧密关联,提

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完善教学体系,

为高职院校培养工匠人才奠定基础。 

3.3提高教师职业素养,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教师是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组织

者和执行者,因此高校必须具备拥有工匠

精神的师资团队,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潜移

默化的影响学生。首先,高职院校必须建

立一整套科学、全面的教师评价体系。以

师德师风为先、教学能力为要、工作业

绩为基本要求,多部门联合考核,让教师

的付出与回报成正比,引导教师在师德

师风、教学等其他工作方面取得更大进

步。其次,以双师素质为导向改革高职院

校人事招聘制度。一方面改革职业学校

人事招聘制度,拓宽人才招聘渠道,打破

学校逢进必考的机制,可直接引进高端技

术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产教融合,与合

作实习企业实行师资互聘的交流合作机

制,吸纳行业内优秀人才,建立企业兼职

教师资源库,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研修、企业挂职锻炼和专业技术培

训等方式,使教师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

提高。 后,充分发挥“以赛代练、以赛

促教、以赛促发展”的积极作用,鼓励教

师参加各类比赛,全面提升教师综合素

质、专业化水平和教学创新能力。 

4 结论 

综上所述,培养高职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学生工匠精神,需要集合社

会、学校、合作企业、学生本人等多方

力量,基于价值共创理论,为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行业培育出更多工匠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宏.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综合

实训课程建设探索[J].现代信息科

技,2019(24):171-172. 

[2]黄鹤.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诊改研究[J].南方农机,2019(24):70. 

[3]毕兴.电气自动化专业工学一体化

人才培养模式[J].中外企业家,2020(5):177. 

作者简介： 

张盼盼(1993--),女,汉族,河南洛阳

市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电气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