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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由制造大国大踏步迈向制造强国的紧要关口，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其必要性。
在关系之维上，工匠精神在 “崇真”“向善”“臻美”维度上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契合。在价值之维上，工匠

精神有助于当代大学生铸 “匠志”、炼 “匠技”、修 “匠德”。在落实之维上，高校可以通过发挥课堂的 “主渠道”

作用、发挥实践的 “托底”作用、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来将工匠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培育大学生的工匠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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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质量之魂，存于匠心。在 《辞源》中，

“工匠”意指 “有某种工艺专长的人”。独特的

技艺与专长催生了工匠群体，工匠群体在其职

业行为中形成的独特伦理范式和价值取向凝结、

升华成了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新时代，我国正从制

造大国阔步迈向制造强国。这意味着，为回应

时代的召唤，培育大国工匠，涵养工匠精神绝

非无的放矢，而恰恰是切中肯綮的。高校是培

育大国工匠的重要单元，涵养工匠精神的关键

场域，在高校中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指引大

学生铸 “匠志”、炼 “匠技”、修 “匠德”，并

藉此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切叮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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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系之维：工匠精神与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高度契合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

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依

此审视，“真”“善”“美”内植于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之中，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诉求

与价值愿景。工匠精神之 “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可谓之为对 “真”

“善”“美”的完美诠释。就关系之维而言，工

匠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 “崇真”“向善”

“臻美”维度上高度契合。

（一）“崇真”维度上高度契合

“真”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生命力所在。

工匠精神之 “执着专注、一丝不苟”是对 “崇

真”的生动诠释。之于工匠，一件卓越的产品

便是他们所追寻之 “真”。在打造卓越产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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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匠们所展现出 “执着专注、一丝不苟”

的工匠精神正是对 “崇真”的现实确证。首先，

“真”是厚植于心的真情。这种真情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儿女情长和亲情，而是基于价值判断、

伦理抉择的大爱至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

有在真情上下功夫，以自身诚挚的情感、高尚

的修养、深沉的情怀垂范大学生，方能使大学

生于潜移默化之中，实现“知”“情”“意”“信”

“行”五个方面的统一。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之 “真”建基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之上。

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无论社会如何进步，“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

致力于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是具有实事求是理论张力的真理，并非 “必须

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是具有

与时俱进实践活力的真理。基于中国具体国情，

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落

地生根的成果，是这个时代集历史穿透力、理

论阐释力、现实说服力于一体的 “最强音”。思

想政治教育者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力

量传递给大学生，以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自信

为 “奠基石”，帮助大学生立德、明智、强体、

育美、崇劳，并矢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一言以蔽之，唯有实现 “真情”与 “真

理”的水乳交融、和谐共生，方能彰显思想政

治教育之 “真”。依 “崇真”维度审视，工匠

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契合。

（二）“向善”维度上高度契合

“向善”所传达的是人类实践活动合乎规律

性与合乎目的性的诉求，蕴含着对人与自然间、

人与人间、人与社会间达成高度协调统一的愿

景。工匠精神之 “精益求精”与 “向善”的价

值诉求同向同行，表现为工匠倾注心血于产品

设计、原料选用及投入生产的每道工序，以自

身精湛的技术与独到的审美赋予每一件产品独

一无二的生命力以追求极致的职业操守。 “向

善”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诉求。首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个人 “向善”。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不仅是传授知

识的过程，更是大学生启迪思想、塑造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涵养德性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

教育，可以为大学生在思想上拉起严格的 “基

准线”，使大学生自觉扫除思想上的灰尘，培养

自身良好的个人品德，做到见善则迁、有错则

改、省察克制、知行合一。其次，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可以引导整个社会 “向善”。将之在高校

里弘扬，大学生在精神上就有了灵魂，向善的

力量就有了 “主心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高

校在每个大学生心中埋下善的种子，当大学生

进入社会后，便会将善的种子带向社会，整个

社会便洋溢着善的气息。在个人的 “善”融入

整个社会的 “善”的背景下，个人的价值便与

社会价值契合、融会，个人的 “善”才得以安

顿、整个社会的 “善”才得以呈现。依 “向

善”维度审视，工匠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度契合。

（三）“臻美”维度上高度契合

美是真和善的统一。人通过实践活动获得

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就获得了

“真”，利用 “真”来改造主观世界，实现自己

的人生目标和社会理想，就获得了 “善”，

“真”和 “善”达到同频共振的高度契合就实

现了 “美”。工匠精神之 “追求卓越”就是在

全面诠释着 “臻美”。在工匠精神论域下，工匠

不是把劳动当作自我营生的手段，而是把劳动

当作自我实现的渠道，亦即在劳动中树立起的

执着专注、一丝不苟工作作风与精益求精的职

业操守，基于 “真”与 “善”，追求卓越，力

臻完美。“美”之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

一种简单的与听觉、视觉相关联的 “情调”，而

且是在教与学中碰撞出的一种力量，是一种创

造性的享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首先，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之 “美”表现为 “感性美”。

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美的语言、美的行为垂范

大学生，给予大学生美的体验，并激励大学生

去挖掘日常生活中的 “美”，实现以美载道、以

美传情、以美植德。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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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美”表现为 “理性美”。思想政治教育者

通过施展课堂的 “主渠道”作用和日常生活的

“主阵地”作用来呈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之美、

逻辑之美、思辨之美。最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之 “美”体现为 “超越理性之美”。思想政

治教育者创新教学模式，朝着 “美”的方向发

力，开展一场辩论赛、播放具有教育意义的短

片，寓教于乐，赋予一堂思政课生机与活力，

培育和唤醒大学生的审美意识，鼓励大学生在

课堂中、实践中挖掘 “美”的因子，促使大学

生崇尚奋斗，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化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依 “臻

美”维度审视，工匠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度契合。

二、价值之维：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一）铸 “匠志”：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理想

信念

理想似灯塔，指引人生的前进方向；信念

似船舵，决定事业的兴衰成败。理想信念是精

神之 “钙”，钙足则骨强，才能铸一身钢筋铁

骨。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渗透和价值

输出一刻也未停歇。“消费主义” “享乐主义”

等社会思潮打着 “自由”的旗号，营造出了

“好逸恶劳”“娱乐至死”的颓靡风气。高校并

非 “象牙塔”“桃花源”，大学生也并非生活在

“真空地带”，他们正处于 “拔节孕穗期”，很

容易出现精神上委顿与迷惘。在这些价值观念

的误导下，一部分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一味

追求 “高薪酬”“高福利”“高声望”“优渥舒

适的工作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白领”

成了就业市场上的 “香饽饽”，一些实操型、技

术性工作无人问津。欲在这些不良诱惑中保持

头脑清醒和精神定力，就要树立起正确的职业

理想与职业信念，铸就 “匠志”。“匠志”可视

为匠人的志向、信念，每个人都渴望走向社会

舞台的中央，成为成功人士。然而，成功者毕

竟是少数，多数人泯然为众人。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泯然众人者就是 “躺平”、不努力，平凡

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也能交出不平凡的人生 “答

卷”。这一主动的选择过程就是铸就 “匠志”

的过程，这一过程无不传达着对工匠纯熟与卓

越的手工技艺的认肯、对 “执着专注、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工作品格的赞扬、

对工匠高尚行为范式和价值取向的讴歌。具体

而言，在高校培育工匠精神，铸就 “匠志”，对

大学生有着莫大助益。第一，有利于大学生对

本专业充满热忱、对未来的职业持有认同。第

二，有利于大学生确立恰当的职业发展方向，

并积极、合理地规划自身的职业生涯。第三，

有利于大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坚定自身的职业信念、锤炼自

身的职业精神、昭示自身的价值取向。

（二）炼 “匠技”：有助于大学生练就过硬

本领

　　徒有理想信念，没有精湛的技能、技术与

过硬的本领、才干，就无法获得辉煌人生，无

法助力祖国的繁荣、兴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大学生应锤炼 “匠技”，练就过硬

的本领与才干。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应结

合地方特色，依据实际找准定位，转变办学理

念，积极向应用型院校转型，为磨炼专业技术、

培育创新素质提供肥沃土壤。言及工匠精神。

一方面，无人不颂扬巧夺天工、美轮美奂的工

匠之 “技”。“匠技”似一面明镜，将之引入高

校，能使大学生以能工巧匠为楷模、为标杆，

以能工巧匠的行为规范自身的行为，进而形成

自身的内驱力，专注提高自身专业技术，练就

过硬的本领，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

面，工匠精神虽强调凝神聚力、心无旁骛地磨

炼专业技术，但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抱残守

缺。匠人在继承前辈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

的想法，突破传统局限，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的过程中实际上体现着锐意进取的创新素质。

将这样的 “匠技”引入高校，能激励大学生在

反复的实践、钻研中，打破思维定式，发现新

问题、提出新方法，培养勇于探究、勇于突破、

勇于变革的创新素质，练就过硬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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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 “匠德”：有助于大学生涵养职业

道德

　　如果说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硬的本领才干
是一个人安身的 “筋骨”，“匠德”———工匠的

职业道德，就是一个人立命的 “风骨”。诚然，

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我国一跃

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然而，这种

大而不精、大而不强的制造业亟须进行一场浴

火重生式的变革。为实现我国制造业由 “速度

型”向 “质量型”转变，推动我国大踏步迈向

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应运而生。实际
上，工匠精神并非制造业独有的 “代名词”，时

下，整个中国都在呼唤工匠精神，作为工匠摇

篮的高校也不例外。在高校弘扬工匠精神，能

够使大学生言有所据、行有所依、为有所归，

对大学生涵养职业道德大有裨益。其一，有助

于大学生涵养爱岗敬业、顽强奋斗的职业道德。

大学生应克服自身的一些缺陷，对自己即将从

事的职业怀有敬畏之心，即便即将从事的职业

是艰苦行业，亦当兢兢业业、勤恳踏实，不投

机取巧，不搪塞敷衍。其二，有助于大学生涵

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在实践期

间，大学生当秉持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

精进理念，长时段沉浸于自己的劳作中，孜孜

不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永不止步、追求卓

越。其三，有助于大学生涵养勇于担当、甘于

奉献的职业道德。大学生当意识到 “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其新时代的使命就是成为大国

工匠，为我国大踏步迈向制造强国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三、落实之维：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发挥课堂的 “主渠道”作用，打好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这套 “组合拳”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只是死板

地理论灌输，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而应

当生动不失深刻、有趣不失学理。相较于抽象

理论，由成千上万个工匠案例淬炼而来的工匠

精神更具勃勃生意，将之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中，

既为思政课程增添吸引力、亲和力与说服力，

又赋予思政课程趣味、温度、深度。例如，在

当前高校开设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

中，当思政课教师在讲授 “量变与质变”规律

时，可不失时机地引入工匠精神，使大学生懂

得匠人们运用高超的技术，怀着赤诚匠心，一

次次对产品进行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从而创

造出精美绝伦作品的过程正是由 “量变”转向

“质变”的过程。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当思政课教

师在讲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要让

大学生意识到工匠精神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精神支撑，是实现 “强盛国力、复兴民

族”美好愿景的精神支点。在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课程中，当讲授至 “社会主义建设”

时，思政课教师可以讲述敬业、奉献劳模的感

人故事，增进该课程的历史厚重感，予以大学

生丰富的情感体验。 “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

古。”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取得

的成就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在 《思想道德

与法治》课程中，当讲解至 “职业道德”时，

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可以将鲜活的匠人案例引

入课堂教学，另一方面，大学生课后拜访身边

的匠人并进行交流分享。通过鲜活的案例、面

对面的交流，让大学生能够感悟到平凡的岗位

也能创造出不平凡的成就，为能够成为一名工

匠而倍感自豪，以此确立正确的职业观、价值

观。可以说将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课，使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构筑的思想

大厦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传道授业、教书育人，无不体现着教育关

于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相统一的诉求。“各类课

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思政课程并非一座 “孤岛”，课程思政

也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承担者”与 “践行

者”；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并非 “一分为二”

“两张皮”，而是一套 “组合拳”，两者应同频

共振、同向发力。因此，提升专业课教师相关

素养和水准刻不容缓。一方面，专业课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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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备课时应有意识地补充一些优秀工匠、劳

模的故事；在讲授专业知识时，也要深入挖掘、

提炼并宣扬相关知识背后的工匠精神意蕴；另

一方面，相关专业课教师要参加专项培训，积

极争取到企业挂职锻炼、交流的机会，主动参

与创新、创业实践，自主提高专业技能。专业

课教师既以理导人、又以技服人，方能发挥课

程思政的育人本色。约言之，专业课教师应做

有心人，基于各门课程的特点，深入挖掘隐蕴

于课程中的工匠精神因子，并将之适当地融入

课堂，既传授大学生专业知识、提升大学生技

术水平，又强化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为培育

创新、专注、精益的大国工匠固本培元、凝心

铸魂。

（二）发挥实践的 “托底”作用，将工匠精

神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经常平常

　　言之凿凿抵不过行之切切。若将培育和弘
扬工匠精神禁锢于课堂内，就会使大学生对工

匠精神丰富内涵的理解有着隔膜感，更遑论将

工匠精神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唯有发挥实

践的 “托底”作用，将工匠精神渗透进大学生

的日常、经常、平常，工匠精神的培育方能落

细、落小、落实。其一，高校应开展实践活动。

例如，发展高校的勤工俭学社团，鼓励大学生

参与勤工俭学活动，培养大学生不畏艰辛、勤

恳踏实的精神；举办志愿者服务活动 “三下乡”

活动，提高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开展技术技能

大赛、组织创新创业竞赛，在提升大学生的专

业技术能力的同时，引导他们尊重劳动、勇于

拼搏、勇于创新。其二，高校应开设实践教学。

高校应为大学生聘请优秀匠师，一方面便于大

学生在动手动脑的实践操作中接受优秀匠师的

细心指导，另一方面能够使大学生在匠师的一

言一行中，体悟 “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使抽象的工匠

精神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其三，高校应

与企业形成协同育人机制。高校通过实地考察

的方式，知悉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而对

学生的专业技术进行 “订单式”的培训，并有

的放矢地进行工匠精神教育。与此同时，企业

为实习期间的大学生设立有针对性的工匠精神

培养方案及工匠精神评估机制，积极推动大学

生走向企业生产第一线。

（三）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营造培育工匠

精神的校园文化环境

　　马克思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
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文化环境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 “润物细无声”的育

人功能。因此，协调好高校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能够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首先，在硬环

境方面，高校应对校园内的基础设施进行完善。

例如，在校园里陈设鲁班、丁缓、马钧等古代

著名工匠的雕塑；设置优秀工匠校友风貌墙、

文化宣传长栏；利用展板展示动人心扉的工匠

故事；悬挂工匠精神的横幅、工匠精神标语，

力求在耳濡目染之下，将工匠精神渗透到大学

生的潜意识里。其次，在软环境方面，高校应

根据自身的定位，营造不同程度的学习和弘扬

工匠精神的氛围。例如开展工匠精神演讲、歌

唱、舞台剧比赛；组织大学生观看纪录片 《工

匠达人》 《留住手艺》等；在相关重要节日，

如劳动节、青年节开展主题班会，宣扬工匠精

神。这些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能使

大学生的道德与思想情操得到熏陶，使匠心文

化真正融入到学生的一言一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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