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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匠精神的中职 “小工匠”
评比活动开展研究

———以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为例

●胡健勇　韦淑顺　唐慧颖

　　

[摘要]工匠精神是务实肯干、坚持不懈、精雕细琢的敬业精神.职业教育中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是培养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切入点.而我校正是以此为依托,通过“小工匠”评比活动的开展,鼓励学生进一步加

强自身技能,从而达到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目的.在学校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将工匠精神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在强化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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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的经济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科教兴国的新阶段。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我国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该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

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而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是在专

业领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

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 工匠精神即卓越品质的追

求，更是行业创新发展的原动力。 因此，工匠精神需要在

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中着重培养。

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一般认为，工匠精神包括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技能，严

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

理念，以及对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 但是，这只是对工

匠精神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还缺乏对我国当代工匠精神特殊

性的研究。 实际上，我国当代的工匠精神，除了具有一般

意义上工匠精神的内涵，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既是对我国

传统工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对外国工匠精神的学习借

鉴。 既是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又是劳动精

神在当代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它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激励广大青少年为社会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的强大精神力量。

基于工匠精神的“小工匠”评比活动的开展分析

工匠精神是传承千年的文化，代表着人们对工艺的热

爱、对细节的关注和对品质的追求。 工匠精神的精髓是用

心活、用心干、用心经营、用心诠释人生。 匠人精神的第

一要素是乐趣和热情；匠人精神是只要专注、踏实地做好一

件物品，哪怕只是一枚螺丝钉，也能获得成功。 第二要素

则是坚持不懈，这适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生活

中，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那些不断研究、探索，在某

一领域中独辟蹊径的人。 而作为中职，就是要通过各类实

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这种精益求精、严肃、耐心、专注、坚

持的精神。

(一)工匠精神涵养校园文化的必要性

学校作为中职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应加大对中职生

“工匠精神”培养工作的重视度，有意识、有目的、有针对

性地在校园中营造这种氛围。 而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成果对最终的校园文化建设水

平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工匠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

有效途径之一。 通过“工匠精神”理念进行精神文化、环

境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的建设，以提高学生的素

质。 因此，在食堂、教室的走廊、学校的宣传栏等公共区

域内张贴优秀工匠的代表作，以及班级评比出来的“小工

匠”画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身边同龄人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构建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文化，影响学生的

工匠意识，帮助中职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态度，树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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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社会的认可，崇尚技能，促进全面发展。

(二)“小工匠”评比活动的开展情况分析

１．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强化学生工匠意识

劳动教育的意义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态

度，热爱劳动和劳动者，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这是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劳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

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人角度来看，劳动是人们获得

收入和生存的谋生手段；从国家角度来看，劳动创造了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源泉。

在我校有一大块空地，学校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在学期

开始阶段，按照班级数量把空地划分成很多块小地，然后由

学生科统一划分到每个班级。 每个班级按照学期、季节的

不同，春季在空地上种植观赏性植物，例如，向日葵、格桑

花等，秋季则种植各类蔬菜。 按照植物的生长期，每年的

六月份、十二月份分别对各个班级种植的植物进行评比，比

较作物长势，对作物长势好的班级加以奖励。 小小的植

物，从开荒、播种到发芽、浇水、成长、收获，都需要班级

里每个学生的努力付出与精心呵护。 这些过程，需要学生

做到耐心、细致、专注、坚持。

通过切身劳动，学生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也深刻地意

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学习文化知识。

也让学生感悟到：人生，也犹如一颗小苗一样，只有精心呵

护，付出努力，才能让它茁壮成长，长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这种“体验式教学”使学生感悟到自身的变化与成长，激发

学生在未来学习生活中努力奋进、执着追求与实现梦想的

勇气。

２．社团活动促进工匠精神的培养

一些中职生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以至于他们会感到自

卑。 因此，中职要发现并发展他们的优势，帮助他们认识

自我、肯定自我，建立自信、培养他们专注、坚持的精神，

扭转他们的自我认知。

学生是社团活动的主体，为激发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兴

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校开展社团活动，目的就是希望

更多学生参与活动，通过活动找到自信。 如体育方面，我

校开设有篮球社团、羽毛球社团、乒乓球社团、足球社团

等；旅游服务与管理及幼儿教育专业，我校开设有舞蹈、演

讲、绘画、客房服务等社团；工科类，我校开设有技能汽车

机电社团、技能汽车喷漆社团、技能 CAD及PLC社团、技

能汽车钣金社团等。 所有社团的开设，目的是发掘学生的

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特长，丰富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在活

动中变得阳光、自信、大方，增强学生的自我价值感。 学

生起初因兴趣而选择，接着由选择而专注，最后由专注而创

新，精益求精。 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自信

心，同时，也逐步培养了学生的工匠精神。

３．技能比赛促进工匠精神的养成

为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我校学子崇尚技能、

勤学苦练，积极营造“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

良好氛围，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我校每年

五月份都会举办一次技能大赛。 选手们在比赛中所展示的

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精益求精的技艺，完美诠释了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此外，近两年，我校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承办了第二届全国

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汽车赛项的比赛、２０２３年１０月承办了

２０２３年桂林市汽车喷漆、车身修理职业技能大赛的比赛任

务。 以上两个赛项都有我校学生参与比赛，其中三个项目

获得冠军，这也为其他同学树立了榜样。

(三)“小工匠”系列称号的评定与活动效果

“小工匠”系列称号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和个人特长设

定的，并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实

行从一星到五星的“小工匠”星级评定。 每个班级组建班

级评审委员会，由班主任审核；学校设立由校领导、学生

科、校团委、班级委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申报者的各方

面表现进行检查评定，有不合格的将取消其资格。 每个学

期末，对本学期“小工匠”评比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总结，

对表现突出的“小工匠”进行表彰、奖励。 以此激发学生

对“小工匠”称号评比的积极性，并以此为契机，提升其文

化素养和专业技能。

针对不同专业，我校分别评选出了“专业类小工匠”

“德育类小工匠”“劳动类小工匠”“体育类小工匠”“美育类

小工匠”五大类３０多个小类的“小工匠”。 针对这些获评

学生，我校把他们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制作成海报，张贴在教

室的走廊上、学校的宣传栏上，激励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

努力学习。 获得“文明礼仪小工匠”的学生说，获得这个

荣誉称号，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激励，同时，也时刻提醒自

己，要做好班级的榜样。

“小工匠”评比活动建设管理策略

为了进一步推进“小工匠”评比活动建设，强化对学生

的引领，使各项管理活动都能得到稳步开展，在活动实施的

过程中要从以下方面来做好建设管理，提升相关管理活动的

规范性。

(一)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培养工匠精神

制度保障是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加强制

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变人们的意识观念，包括求

学、就业观念及职业价值观的转变。 制度保障为开展“小

工匠”评比活动做好了铺垫。 在“小工匠”评比活动之前，

我校制作了详细可行的评选方案，在评选过程中，严格按照

评选细则实施。 评选结果出来后，定时对评选出来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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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核，如有不符合要求的，立即撤销相关荣誉，确保

“小工匠”评比活动的成效。 所以说，制度建设对于渲染

和营造有利于工匠精神培育的社会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我校在加强规章制度建设方面，重点从“小工匠”评比

活动的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保障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激

励机制等方面做了统筹考虑，形成了一系列规范的规章制

度，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征求了全校师生的意见。 在正式实

施之后，学校也高度关注实施后的成效，尤其是全校师生所

反馈的意见，通过不断修订与完善，使我校“小工匠”；评

比活动得到了有序开展。

(二)突出“以生为本”的班级理念，精心处理工匠细节

伴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中职教育管理也需要积极

顺应教育改革的形势。 在中职里，班级是学校管理学生最

重要的组织，这个组织对学校的整体运行至关重要。 因

此，在教育过程中，应树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

原则，引导学生结合本专业特点和活动主体，制定出“分

散，不分割”的详细活动计划，突出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为目标。

我校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加强对教师的教育理念引领，

要求每一名教师在实施班级管理的过程中，都自觉做到突出

“以生为本”的班级管理理念。 要求教师深入学生之中去

了解学生对参与“小工匠”评比活动的诉求，积极为学生在

活动中表现自我提供机会和平台，将班级层面的活动与学校

层面所开展的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每一个班级在活动开展过程中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方向制

定出活动的实施细则，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构建出

积极向上的班级管理氛围，为活动的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同时，也将工匠精神融入班级管理之中。

(三)推进工匠精神培育落地

工匠精神对推进中职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现实的意

义，中职在开展“小工匠”评比活动的过程中，也要特别注

意不断提升活动的育人价值，将活动与学校的教育和教学活

动有机结合。 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不

仅体现在校园的精神文化建设环节，更体现在思想教育、课

堂教学、竞赛集训等环节。 因此，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融入

工匠精神，将职业素养与岗位能力融入教学过程与教学评价

中，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养成“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务实肯干、坚持不懈、精雕

细琢的敬业精神。”

我校在推进工匠精神培育落地的过程中，对学校的课程

体系进行了完善，积极推进课程思想教育活动的开展，使每

一门课程都结合工匠精神的培育，丰富了相关教育内涵，开

发出融入工匠精神的专业课。 通过这种方法，使学生在学

习专业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与本行业的优秀“大国工匠”

近距离接触，学习其爱岗敬业的精神，使学生扭转了对职业

教育的错误认识，辅之以学校所开展的各类实践活动，全面

激发出了学生参与“小工匠”评比活动并实践“小工匠”精

神的积极性。 未来学校会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使工匠精

神能够融入学校教学和各类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以此激发学

生的积极性，助力学生未来的成长和发展。

结束语

职业精神的培养不是简单地为了满足当前就业竞争的需

要，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 弘扬工匠

精神，创造劳动光荣的工作作风，把努力奋斗、精益求精的

奉献精神作为当代职业教育的核心。 因此，应将培养学生

的“工匠精神”作为基点，在学校里通过校园文化、劳动实

践基地、社团活动、技能竞赛等营造“工匠精神”氛围，以

评比“小工匠”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技能的热情，以此提高

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 最终，让学生真正成为专业技

能过硬、职业素养较高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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