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2

百家博采 百家博采

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公布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的通

知》，公布了“双高计划”第一轮建设单位名单，标志着高等

职业教育正式迈入“双高计划”时代。党和国家不仅绘制了

“双高计划”的实施路线图、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同时就

“双高”建设下，高职院校需要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问题进行了

阐释，明确提出“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的这一重大论题；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指出，国家

要求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

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这对“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2021年全

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2022年起实

施的新 《职业教育法》 强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双高计划”实施目的之一就是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大批德技双精的工匠型

技能人才。而双高校如何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

融入工匠精神？培养出具有工匠品质及较强专业能力的工匠

型技能人才，促进职业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是高等职业院

校改革建设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双高校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内涵界定

1.1在职业理念上，信奉执著专注、无私奉献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

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工匠型技能人才内涵的第一界定就应该

是一种精神，体现在职业理念上，则是对“执著专注”、“无

私奉献”的信仰。从“嫦娥”奔月到“祝融”探火，从“北

斗”组网到“奋斗者”深潜，从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到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这些大国重器、超级工程，无一

不昭示着工工匠们的执着专注、一丝不苟和无私奉献。[1]因

此，信奉执著专注、无私奉献的职业理念是双高校工匠精神

的内在需要。

1.2在职业道德上，坚守恒心，勇于创新

现在的双高校学生大多是“Z世代”的网生代，他们一出

生就与互联网无缝对接，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他们受到的文

化冲击前所未有，信息高速更迭前所未有，价值多元选择前

所未有。因此对于当前双高校的学生来说，如何坚持；初心，

坚守恒心，数十年如一日，立足于当下，甘于寂寞，抵住诱

惑；不惧困难和挑战，不断创新，顶住压力，迎接挑战就显

得尤为重要，而具有恒心，勇于创新的职业道德也是双高校

工匠型技能人才的精神旨归。

1.3在职业技能上，践行精益求精，追求极致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由“工业4.0”向“工业

5.0”迈进，技术人才的复合型和技能性是推动新时代工业发

展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要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就需要具备

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职业技能。技无止境，不懈追求是工

匠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双高校工匠型技能人才培育的行动

指南。

二、双高校工匠型技能人才培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学校层面，双高校工匠型人才培育目标与学生获得之

间存在差异

“双高计划”实施目的之一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培养大批德技双精的工匠型技能人才。2019年《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指出，国家要求把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

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自此双高校开始将培育“工匠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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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作为重要的人才培育目标。但是笔者对省内两所双高

校的120位毕业生和100名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

发现在学校层面，双高校工匠型人才培育目标与学生的认同

和获得之间依然存在差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1）工匠型技能人才的精神培育与技能培育存在割裂。

目前学校对“工匠型技能人才”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

等侧重于精神培养的方面，主要依靠学校的思政课，但是思

政课的课时有限，思政课的内容较多，部分学校还存在课时

不足的问题，这就导致依靠思政课进行工匠精神培育的过程

中存在着影响力不够，深刻性不强，入脑、入心、入行的情

况不佳等情况；而对于职业学生的技能培训则主要依靠专业

课教师，很多专业课教师本身的思政素养不足，课程思政和

思政课程的结合效果不佳，导致专业课仅仅是教授学生技术、

技能，对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培养不够系统和全面。

（2）学生角色定位不清

很多学生认为高职学生本身就是低人一等，跟本科学生

存在本质区别；高职学生的未来就只能是工厂的工人，是没

有前途的，不过是为了混个工作干而已[2]。在这样的角色定位

下，大部分学生在校对工匠精神不关注，对自身工匠信仰的

确立不在意，对职业道德的培养不在乎，只要在学校期间学

点专业技术，能够找到工作就足够了，导致学校的工匠型技

能人才培育与学生自我吸收、自我成长和自我修习之间存在

着差距。

2.2社会层面，企业对工匠型技能人才的职业期待和社会

期待之间存在差距

笔者从双高校毕业生所就业的单位了解到，大部分企业

对毕业生的要求是能够迅速适应企业工作环境，熟练使用机

器设备，尤其是对新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能力，是大部

分企业的主要诉求，简单来讲，企业希望走上工作岗位的毕

业生能够迅速创造出可观的企业收益，至于毕业生的工匠精

神、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信仰等方面并不做太多要求

和关注；而从全社会来看，我们都知道工匠精神，和更多的

工匠型技能人才才能推动我们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从

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显然，企业对工匠型技能人才

的职业期待和社会期待之间存在差距，这也导致了我们的毕

业生的工匠精神的培育在职场领域出现了断崖式的缺位。

三、黄炎培职教思想与双高校工匠型技能人才培育的耦

合性

3.1两者目标追求一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制造业大国，

但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关键在于质量，

核心在于我们能否培养出具有“工匠精神”的制造业人才，

大国制造需要大国工匠，作为培育大国工匠的基地，高等职

业教育必须将“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培育”作为重要内容。黄

炎培培职业道德教育思想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教育理论体

系，其内容涉到及职业道德目标、职业道德的教育内容及职

业道德教育的实践方法等各个方面。黄炎培创办职业教育的

初心是实现教育救国，将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充分结合起来，

这一思想渗透于他整个人生和教育实践的全过程。他认为：

“国家强弱之本在于教育，而教育之根本，则在职业技能，质

言之，教育事业为实用的，而非空言的。”[3]由此可见，二者

在目标追求上是高度一致的。

3.2两者核心理念一致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核心理念是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与追求

产品质量服务的极致完美的结合，这也是双高校工匠型技能

人才培育的核心理念。工匠型技能人才培养中最突出的特征

是其对技术的求精和对职业精神的体认与认同，即处理技与

道的关系，重技与崇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为一的

两个方面。这一点与黄炎培所倡导的敬业乐群、团结协作、

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的服务乃至奉献精神要求高度吻合。“敬

业乐群”贯穿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始终，可以说是黄炎培

职业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黄炎培在《河车记》一文中

就提出了“敬业乐群”的概念，意指“职业教育训练，第一

要义即“为群服务”。一个人不能太重视自己之利益而牺牲大

众。职业并不是只为己谋生，同进对于“为群服务”之“群”

字，应特别注意。[4]

3.3两者培养模式一致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就是 “手脑并用”，

“做学合一。为践行这一理念，他要求课程设置方面，理论

课、实习课时数各占一半，教半日时间在课堂内进行授课、

另余半日则要指导学生开展技术工作，务期各种技能达于熟

练；在教材的编制上，他提倡要注重实践性；在对教师进行

选择上，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

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在进行日常教学时，学校附近就应有农

场和工厂等，学生能够在此进行实习；学生要想拿到毕业证

书，必须要在单位进行一年的实习。这种做学合一、手脑并

用的教学理念，就是2006年以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

划推进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部在2015年10

月 19日印发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

2018年）》中明确提出，要提升专业办学质量、优化区域内

专业结构。对于企业以及行业的发展来说，社会需求是否被

满足成为用工的最主要考核标准，也就是说企业的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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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真正满足企业的需要和要求，能够为企业提供收益和创

造社会效益。因此对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特别

注重校企合作，做好学生顶岗实习，让学生走入企业，只有

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学到知识，提升专业技能，造就企业和社

会需要和认可的工匠型技能人才。

四、黄炎培职教思想对双高校工匠型技能人才培育的路

径指引

4.1“一环”——依靠“劳工神圣”，建构崇尚劳动光荣的

社会氛围

劳工神圣，职业平等是黄炎培劳动教育思想的逻辑基础。

黄炎培认为只有尊重劳动才能尊重职业，也只有尊重职业才

能振兴中华。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践中，他别注重倡导劳

动光荣，重视学生劳动品格的培养，他亲自书写“劳工神圣”

的匾额挂于学校工厂，并在学生入学时所写的“誓约书”中，

把“尊重劳动”放在首要位置，以此教育学生要摈弃以读书

做事为耻的陈旧教育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工

作会议上指出，“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

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良好环境。”通过营造整个社会崇尚劳动光荣，劳工神

圣的良好氛围，对于社会层面，推动职业教育发展，高职院

校培育“工匠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4.2“三匠”——依靠“终身教育”，打造“三匠”工匠型

技能人才

黄炎培在他的《职业教育论》中提出职业教育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广义的职业教育指的是所有的教育，而狭义的职

业教育，主要指的是讲求实用的教育。他认为，一般教育应

该与职业教育相融合，推动终身教育。而黄炎培的终身教育

理念中还包括如“手脑并用”，“敬业乐群”，“作工自养”等

比较著名的教育理念。通过对文献的把握，我们不难发现，

其“手脑并用”的理念，有助于成就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匠

术”。黄炎培坚决反对旧教育“死读书、读死书”，“轻视实

践、鄙视劳动”的教育体制，认为正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导致

了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 他认为教育必须坚持“手脑并

用”，坚持“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

重”。借鉴黄炎培“手脑并用”的教育理念，培育知识型工

匠，在双高校工匠型技能人才培育过重中，注重知识和技能

的双向流动，注重学生进厂、入企进行实训，提升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有所思考，发现问题，

在实践中进行技术技能的提升和创新性发展，提升“匠术”。

通过“敬业乐群”，有助于成就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匠德”。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具备爱国主义情操、 热爱职

业、乐于为他人与社会服务的“健全优良之分子”，指出“敬

业乐群”要求受教育者要服务社会，养成责任心，养成勤劳

习惯，养成互助合作精神，具有稳健的改革精神。而这些品

质恰好是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匠德”。依靠“作工自养”，有

助于成就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匠心”。黄炎培倡导“读书为做

工”“作工自养”，提倡“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

的生活。“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是职业教育的本质。

借鉴这一主张，应加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激发学生作为

“工匠”的自豪感。

4.3“四融合”——依靠“大职业观”打造“四融合式”

人才培育模式

黄炎培曾说：“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

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即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各方，

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这就是他的“大职业观”。因此当

下培育工匠型技能人才，要做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融合；

坚持校企融合；注重学校教育与地方特色的融合；推动双师

型教师与工匠型教师的融合这四个方面的融合，“四融合”宏

观上达到了职业教育当中的学校、企业、社会三大主体之间

的有效互动。

当下我国的职业教育已经到了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阶段。

充分学习和发展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探索新时期双

高校工匠型技能人才的培育路径对推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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