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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l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China.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s a manifesta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bilities, and qualities, 
and it plays a crucial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l.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t deeply 
analyz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ntegrating	craftsmanship	spirit	 into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explores how to deeply implement and construct a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 led by craftsmanship spirit.

Keywords
craftsman spiri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lent training mode

基于工匠精神的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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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对中国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道德、能力、品
质的体现，它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论文从工匠精神的内涵、现代学徒制的内涵以及
两者的内在联系开始阐述，深入分析了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具体实施路径，并针对如何深入落
实、构建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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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 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

培养卓越的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是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四五”时

期，中国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是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要靠

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

国工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调查显示，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中，到 2025

年技能人才缺口将近 3000 万人。解决职业技能人才的供需

矛盾、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素质技能水平，已经成为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主阵地，是“工匠精神”培育和传承的重要执行者，培养

具备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是高职

院校的时代使命。

本研究基于“工匠精神”传承的视角，以高职院校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高职院校

人才职业素养培养过程中“工匠精神”缺失的现象，进行深

入分析和研究，借鉴现代学徒制教学的成功经验，探索人才

职业素养培育的新模式，以期对构建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

神” 培育体系、提升高职院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2 工匠精神与现代学徒制的内涵及内在联系

工匠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匠精神最早起源于中国的先秦时

期，当时木匠、铁匠、石匠等各类手工匠人手艺代代相传，

主要依靠一对一的学徒教育，这也是现代学徒制教育的雏

形。工匠精神体现了传统手工业者对产品精心打造、精工制

作的理念和追求，手工业从业者们不断吸收、学习、探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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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的技术，并创造出新的成果，这是职业精神、职业态度、

职业素养的体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工匠精神也被赋予了

许多新的内涵，包含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尽职尽责、精雕

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等多方面内容。高校

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应努力成为工匠精

神培育与传承传播者和践行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1]。

现代学徒制是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学校教师、

企业师傅联合授课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技术、技能培养为主

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非常注重技术、技能的传

承，通常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研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是校

企合作深度融合的一种育人模式。现代学徒制将现代职业教

育、传统的学徒制两种人才培养模式相互结合，学校和企业

共同研讨确立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考核方案等，注重

技术、技能的传承。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

育领域中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非常有利于促进行业、

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使专业设置更加科

学化、合理化，在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下，高职院校培养出

来的技术技能人才，才能够更加符合企业、市场对人才的需

求，培育出具备高知识、高技能、高素质的创新型技术技能

人才。

“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

发展要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

才和大国工匠，是强有力的人才保障。现代学徒制是一种新

型的教育方式，是相对传统教学形式的一种创新，学生不仅

仅学习理论知识，更有机会跟随企业导师参与到生产实践

中，走进企业参加专业社会实践，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工匠精神是教育理念上的一种创新，是对学生精神方面

的培育、引导。在教学实践中，应以工匠精神为引领，并将

工匠精神渗透到教学中，并贯穿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中，培养具有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勇于创

新等职业品质、职业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推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2]。

3 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
实施路径

3.1 以校园文化为引领，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学徒

制的人才培养中
高校的校园文化是在校园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有文化，

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渗透工匠精

神，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感染，进而使学生对工匠

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态度、职业素质，工匠精神的形

成与践行的过程也是高校学生人格塑造的过程。工匠精神体

现在从事工作过程中的敬业精神、专注精神、精益求精精神

等方面，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中，营造具有浓厚的工

匠精神的学习氛围，可以促进工匠精神在潜移默化中融入现

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中来。以校园文化为引领，在校园中打

造工匠精神氛围，将工匠精神渗透到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

中去，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品

质，让学生对工匠精神有一定的认识、了解，为工匠精神融

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中打下良好的基础。

3.2 以教学设计为依托，将工匠精神引入现代学徒

制的日常教学中 
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中，应当深化产教融合，

推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

学设计等应在充分进行了行业、企业深度调研的基础上进行

设计，学校对行业的前沿技术、技能要有充足的了解并及时

掌握行业发展的前沿信息和最新动态。中国正处于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培育大批具有工匠

精神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高校在教学工作中应充分意识和

认识到工匠精神对于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职业能力的

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将工匠精神的理念植入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设置、教学设计中，无论是专业课的学习、实践课

的学习还是顶岗实习的过程中，都应融入工匠精神的培育培

养，用好教学的主渠道，各类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3.3 以实践育人为载体，将工匠精神渗入现代学徒

制的实习实践中
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有效的将工匠精神

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以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

量，落实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将工匠精神渗入现代

学徒制的实习实践中，不仅要依靠理论教育，还应注重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挥实践育人功能，让学生参与到实践活

动、实习实训、竞赛活动中，通过亲身体验增强学生的职业

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使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价值观，培养具备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等职业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应注重实践

平台的搭建，利用校企结合、产教融合等实践平台，积极组

织学生到企业参加实践、顶岗实习，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接近

生产实践的机会，增强学生的职业体验感、培养学生的职业

情操。通过实践的磨练以及实践过程中工匠精神的渗透和熏

陶，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职业品质逐渐形成，并具

有了一种稳定的职业精神。

4 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实践探索

4.1 抓住认知形成关键期，以校园文化为引领，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
校园文化是高等学校发展的灵魂，在教育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品性形成具有一定的渗透性，

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深远影响，对学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6%89%BF/8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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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道德素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任

何课程都无法比拟的。将工匠精神融入校园精神文化中，有

利于加深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识、理解和认同。将工匠精神

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可以围绕工匠精神开展多元化的校园

文化活动：邀请行业精英、企业名师走进校园，开展专题座

谈；定期举办知名工匠沙龙交流活动；通过宣传栏、海报、

易拉宝等形式，将专业领域内知名工匠的成功故事，在校园

内进行广泛宣传；利用校园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

快手等网络平台进行工匠精神宣传；举办走进企业的参观体

验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工匠精神文化氛

围。以校园文化建设引领工匠精神传承，营造良好校园文化

氛围，增强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理解和认同，培养具有

工匠精神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 [3]。

4.2 把握课堂教学关键点，以工匠精神培育为目标，

进一步深化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是培养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高校要充分发

挥专业教学、思政理论课教学的作用，利用好专业教学、思

政理论课教学、实践课程，将工匠精神与教学工作科学并进

行有效融合，提升工匠精神培育的实效性。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模式有着其特殊性，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高校应走

访企业、深入调研，与企业共同研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将企业文化中、行业领域中蕴含的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设计、实践活动中。在日常专业课程教学中，将

行业的职业素养教育融入其中。在思政理论课教学中，要充

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主渠道的作用，培育学生的核心

价值观，让学生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应在课程中融入典型

案例、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解、感受工匠精神的机会。

在现代学徒制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高校应遵循职业教育发展

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科学地将工匠精神教育融入

课程培育体系，并在课程设计、日常教学中不断地实践、改

进、完善，使工匠精神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深入学生心中，进而内化为学生的一种职业品质、

职业素养 [4]。

4.3 充分利用多样化渠道，以实践育人为保障，传

承践行工匠精神
传承践行工匠精神，使工匠精神内化为从业者的职业

素养，离不开科学的实践，实践是保障。在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过程中如何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学习、技术技能、实践

操作有效整合，并以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术技能人才标准落

实、应用到实践中，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的过程中，高校应高度重视实践环节。在校内建设实验实训

基地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优势，与

企业深入合作，建设校外实践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同时引

进企业中的行业技术专家、企业技术骨干，进入高校担任学

生导师，为学生提供跟随导师进行实践操作的机会，将工匠

精神培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 将工匠精神的养成教育和

实践教育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身临到工作真

实情境中，近距离体验、感受工匠精神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品

质，在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也使得工匠精神得以

传承。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培育学生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

高校可尝试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建立校企双方协同育人制

度。学校可以从企业引进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同时高校也可

以将教师送入企业进行实践深造，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操作

水平 [5]。

5 结语

高职院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应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优势，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增

加职业教育的适用性，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工匠精神的培育也是

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的不同阶段都

需有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方案，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培育

和弘扬工匠精神的核心作用，引导学生不断地向成为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方向努力，为中国实

现经济转型升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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