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２０１７年 度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育 科 研 项 目 “基 于 现 代 学 徒 制 的 大 学 生 工 匠 精 神 培 育 路 径 探 索” （编 号

ＪＡＳ１７０３３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
西方理论依据与现实因应

●唐 红 波　邹　喆

摘　要　文章系统阐述我国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主要问题、内涵和西方理论依据，在现实因应中提

出以系统工程的思维进一步强化工匠精神培育相关政策制度保障，将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发挥学校精神培育主体作用，企业深入参与人才培育全过程，发挥行业协会等第三

方组织中介桥梁作用等对策措施。

关键词　工匠精神；现代学徒制；人才培育

作　者　唐红波，厦门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台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４）

邹　喆，集美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博士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４）

２０１７年初，人 民 论 坛 通 过 网 络 问 卷，对 内 地

３１个 省 区 市 民 众 展 开 关 于 当 下 社 会 “工 匠 精 神”

现状评价的调查，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工匠精神

很重要，它有助于提高技术、技艺水平，提高产品

质量和从业者的职业素养，有助于打造中国自主品

牌优势，提升企业和国家形象。［１］

一、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主要问题及内涵

在工业４．０时代 背 景 下，支 撑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知识青

年应该成为 工 匠 精 神 和 中 国 品 格 的 践 行 者 和 传 承

者。受 “重道轻器”传统文化和浮躁功利社会风气

的影响，也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和配套制度保障、企

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不高、学校重视程度 不 够、

行业组织发展不成熟等原因，导致我国高校 “工匠

精神”培育和传承的现状不容乐观。［２］就高校而言，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大学生工匠精神

培育不 够 重 视、培 育 方 法 不 够 系 统、形 式 比 较 单

一。二是有些高校办学理念重技术轻人文，人才培

养过于功利，学生心浮气躁。近年来关于高校沦为

“职业养成所”，专门培养 “精致利己主义者”等问

题引起各界关注和反思。一些大学生学业上满足于

“及格就行”，有的为了拿奖学金或荣誉，想方设法

走捷径，甚至不惜舞弊力求速成。一些刚毕业的大

学生 “今天注册公司，恨不得明天就上市，后天成

为中国首富”。三是高校普遍存在着学风懒散问题。

表现为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动力不足、态度不端

正、缺乏刻苦钻研精神等。四是一些高校教学内容

和方式过于理论化，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等环节流

于形式。不少大学生眼高手低，基础 知 识 不 扎 实，

动手能力弱，加剧了就业的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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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匠精神的内涵，中外学者、业界专家等

认识趋于多元，但都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对产品精雕

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是一种尚巧的工作精

神、求精的工作态度、道技合一的人生态度［３］；或

者是 一 种 纯 粹 为 了 把 事 情 做 好 而 好 好 工 作 的 欲

望［４］。对于大学生群体和高校而言，工匠精神培育

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立德树人、尊师重教的师道精神。大学教

育的本质是立德树人。工匠精神强调 “德艺双修”，

高校教师通过 “心传体知”“率先垂范”，将职业理

想、素养、责任和敬业奉献等传授给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学生；同时，工匠精神的发扬也有赖于

“尊师重道”的师道 传 承。师 生 之 间 除 了 知 识 技 能

的传授，更 多 的 是 精 神、情 感 和 心 灵 的 交 流 和 共

鸣。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灵魂，就是要培养学生

敢于担当的职业责任感。职业责任感既是人走向社

会的核心品质，又是人立足社会的重要资本。正如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 （Ｋｉｎｇｓｌｅｙ　Ｄａｖｉｓ）所指出的：

“放弃了自己对社会 的 责 任，就 意 味 着 放 弃 了 自 身

在这个社会中更好生存的机会。”［５］

二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勇于超越的创新创

业精神。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乐

于实践、善于创新的职业品格。英国学者希拉里·

斯蒂德 曼 （Ｈｉｌａｒｙ　Ｓｔｅｅｄｍａｎ）曾 于２００６年 对 英、

美、德、法等８国失业率相关影响因 素 进 行 研 究，

结果显示 “师徒制”职业教育越发达的国家，失业

率越低。［６］研究证实，制 造 业 越 发 达 的 国 家，其 工

匠精神 培 育 与 传 承 的 状 况 也 越 好。当 前，实 干 兴

邦、实业兴国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无论是双一流

建设、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或是新工科布局，都应当

重视大学生实践精神和创新创业意识培养，主动把

“工匠精神”融入教 学 和 创 新 实 践 中，倡 导 勤 学 苦

练、学以致用。

三是不忘初心、严谨细致、务实著着的专业精

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忠于兴趣、不忘初心是学

习的不竭动力。日本著名工匠秋山利辉曾说： “一

流的匠人，要注重磨炼心性和品格。只有技术，将

很容易被超越，做出让人感动的东西，要有一流的

精神才做得到。”［７］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不拘于单个

专业或行业范畴，不片面追求技术技能，而是上升

为一种发自内心的钟爱，一种责任坚守、一种专注

的态度和追求卓越的情怀。当前高等教育进入内涵

式发展阶段，高 校 发 展 在 保 障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方 面

“宁可慢一些，但要好一些”。大学生工匠精神培养

的根本是要让学生忠于职守，其关键是培养学生止

于至善的职业习惯。学生有了工匠精神，才会把干

好本职工作当作天职。

由此可见，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不仅是其就业

和个人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

要保证。它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以及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这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

一项重要内容，同 时 也 是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提升思政教育水平的落脚点。

二、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理论依据

为了追溯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理论源头，找

出因应之策，笔者梳理了西方相关人文社科 理 论，

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伦

理学等诸多领域。

（一）工匠精神培育的 “场域”理论

阿尔伯特·班杜拉 （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ｎｄｕｒａ）于１９５２
年提出的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习得通

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经验学习；另一种是通

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大部分情况下，人的社会学

习过 程 是 行 为、认 知 和 环 境 三 者 交 互 作 用 的 结

果。［８］技能和工匠精神的培养，很 大 程 度 上 需 要 在

真实场景中学习，需要师傅示范和不断实践，以及

自我效能发挥。这一理论观点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爱瑞克·埃里克森 （Ｅｒｉｋ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观点不谋

而合，他于１９６８年提出了人 格 发 展 是 由 生 物、社

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交互作用的观点。这些思想

对工匠精神培养产生深远影响。工匠精神培育既需

要教师、业界师傅的技能传授，又需要心理层面的

关怀、友谊、互信等情感交流。学生在实习实训环

节中，从教师的角色示范中观察、模仿，学到新知

识，并受到教师 （业界师傅）人格、品行、兴趣等

影响。同时，企业提供的真实工作场景是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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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的重要载体，企业的 “兼职导师”能够影响学

生的职 业 生 涯、社 会 心 理 以 及 角 色 模 范，能 够 将

“工匠精神”自然地内化到教育过程中。

有些技能可以在反复训练后获得，而相当多技

能则需要特殊的环境 造 就，包 括 精 神 氛 围 的 熏 陶。

格奥尔格·凯兴斯泰纳 （Ｇ．Ｋｅｒｓ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在 《工

作学校要义》中提出 “劳作学校”的概念，主张将

学校与企业两处共同发展成学习场所，以期使学生

兼具理论知识与实务能。这一理念被视为德国职教

“双轨制”的理论源头。所谓 “双轨”指的是在职业

学校里，教师传授理论课程，在企业里由具有实务

经验的师傅带领实习。在职业群体中，个人的行为

容易受到他人和群体的影响，通过群体来传播职业

道德和职业标准比单一的师徒人际传播效果更好。

（二）工匠精神培育的 “道德功能”论

社会学家埃米尔·涂 尔 干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在 《社会分工论》一 书 中 提 出 道 德 “三 要 素”论，

认为道德是社会构成的基石，它主要由纪律 规 范、

群体认同和自主精神构成。 “工匠精神”的本质是

匠人的道德外化，本身包含团队合作、职业伦理规

范和社会责任感。学生在变为工匠之前，必须学会

遵守学校纪律、行业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学会尊

重师长和企业师傅。根据西方社会学 “功能论”的

观点，个体对组织的认可及对工作本身的接受度之

间相互影响。涂尔干认为，学校教育就是 “使年轻

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９］学校对于个人的培养

目标，是为了实现家庭和国家融合，同时又不丧失

个人兴趣发展的可能性。

“工匠精 神”既 是 国 家 战 略，又 是 个 人 意 志，

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家国情怀”。如，墨 子

提出 “仁 之 事 者，必 务 求 兴 天 下 大 利，除 天 下 之

害”，主 张 将 农 人、工 肆 等 培 养 成 有 实 用 技 艺 的

“兼士”，能够为国家兴利除害。涂尔干亦认为，家

国信念能够更好地提升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水平和

实现民族振兴。区别于传统中国的宗族伦理社会特

质，西方更倾向于形成契约型社会。西方的工匠精

神受到 各 种 职 业 性 的 法 团 组 织，如 行 业 协 会、工

会、职业训练机构等约束。由职业组织倡导形成职

业伦理极具权威性，这种权威无形中成为群体中每

位个体普遍的价值观。普通民众通过学徒培训等形

式，在接受技能教育的同时受到职业伦理熏陶。相

比而言，中国的行业协会更接近于半官方性质的事

业单位，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远高于自治程度。

（三）工匠精神培育的 “价值理性”论

哲学家查莫斯·麦金泰尔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在关于人的德性与理性的论述中认为，

人的行为在追求 “工具理性”之外，还有种 “金不

换”的内在价值与快乐。［１０］他在 《德 行 之 后》 （又

译作 《追寻美德》）一书中提到，人对利益的追求

有两种：一种是外在利益，另一种是内在利益。前

者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通常以世俗的名利

标准来衡量；而内在利益追求的是一种内在价值认

同和满足感。在工匠精神培育过程中，往往容易忽

视专业精神背后的 “业余”精神。很多技艺大师在

学徒之初往往是抱着 “玩”的心态热情投入。真正

出自内心兴趣 的 学 习 才 会 高 效，历 史 上 很 多 技 艺

“玩家”就是以游戏 心 态 达 到 登 峰 造 极 的 境 界。真

正的大国工匠绝不只是把技艺作为谋生手段，而是

能从中体会到发自内心的愉悦。工匠精神的培育不

能片面追求所谓的 “工 具 理 性”。有 些 学 校 片 面 追

求专业化而忽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导致学生对

未来职业缺乏认同感。仅有技术而缺乏底蕴的职业

会让他们产生 “物化”“工具化”“生产机器”等认

知，不利于他们的全面发展。

卡尔·马克思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在 《１８４４年 手 稿》一 书 中 提 出 劳 动 是 自 由 的 生

命表征，真正的生产是摆脱肉体需要的支配，摆脱

纯粹 “谋生性”之后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只有在不

受这种需要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１１］正如马克

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所说：任何一项伟大事业

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支撑这一伟大事业并维系这

一事业成败的无形 文 化 精 髓。每 一 件 “匠 心 之 作”

都蕴含着工匠的审美品味和宏大气运，以及他们的

愉悦、坚持、专精等美德所凝结成的工匠精神。马

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关于技

术与技巧的创造性活动，高度评价了工业革命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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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工具体化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

面又理性批判了工业化造成的分工过细，使人缺乏

对产品和技术的整体意识。现代工业过细的分工使

工人异化为生产流水线上一颗颗固定岗位的 “螺丝

钉”，过于单调枯燥的 重 复 作 业 限 制 了 人 的 全 面 发

展，甚至会导致工人精神贫乏畸形、形神分离。

（四）工匠精神培育之 “默会知识”理论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 （Ｍ．Ｐｏｌａｎｙｉ）在 《个 体 知

识》一书中提出默会知识理论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ｏｒ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知识。工匠精神就是一种典型的默会知识，尤其是

在师徒制实施过程中，师傅的个人经验、灵感、诀

窍等隐性知识通常不以语言文字等方式进行传授，

而是通过观察、领悟、判断等方式进行传递。默会

知识获得的前提是将学习者置于与学习对象有关的

具体情境中，让言传与身教自然结合。工匠精神培

育还有赖于师 生、师 徒 之 间 的 情 感 交 流 和 行 为 感

染，现实交流中的表情、手势带来的直观感受，有

利于师生 （师徒）情感的巩固。美国心理学家麦克

利兰 （Ｄａｖｉｄ．Ｇ．Ｍ．Ｃｌｅｌｌａｎｄ）与斯宾塞夫妇 （Ｌｙｌｅ

Ｍ·Ｓｐｅｎｃｅｒ，Ｊｒ·＆Ｓｉｇｎｅ　Ｍ·Ｓｐｅｎｃｅｒ）提 出 的

“素质冰山模型”（Ｉｃｅｂｅｒｇ　ｍｏｄｅｌ）也一定程度上印

证了默会知识的价值。这一理论认为职业能力通常

包括个人潜藏的自我概念、特质与动机，以及个体

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一般来说，人们容易看到的

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专 业 技 能 和 工 作 业 绩，

而真正内在的精神潜能却隐藏在 “冰山以下部分”，

包括社会角色、自我形象、特质和动机等，这些内

隐的特质难以测量，却对个体的行为表现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１２］

此外，西方工匠精神受到柏拉图理念论、亚里

斯多德目的论以及基督新教伦理精神的影响，集中

体现为追求完美与极致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 《尼

各马可伦 理 学》 （Ｅｔｈｉｋａ　Ｎｉｋｏｍａｃｈｅａ）一 书 中 提

出，“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

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１３］西方基

督新教伦理思想认为，任何世俗的工作都是为上帝

服务的，一个人可以在任何行业中得到救赎；忠于

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就是服从上帝的安排。可见真正

的工匠精神必定是技术、心性和灵魂的结合体，工

匠精神需要在真实情景中 “心传体知”、传道授业、

潜移默化。

三、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的现实因应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看出，工匠精神培育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市场培育、社会氛围、学

校教育等多层面入手，也可以从思想观念、教育导

向、工作实践和文化传承等路径切入，通过科学规

划、系统设计，构建制度、文化、课程和实践等多

种培育路径。

（一）强化工匠精神培育相关政策制度保障

首先，从顶层设计入手，国家应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及技能人才培养立法，深度推进高等

教育综合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各级政府要抓

紧出台保障现代学徒制实施的政策和配套制度，协

调企业、学校、行业协会等相关利益方，搭建技术

人才和工匠精神共育平台。成立校企联合指导委员

会，同时要协调各区域均衡发展。其次，要建立政

产学协调沟通机制 （或 联 席 会 议 制 度），借 鉴 技 职

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建立权威的国家或区域

技能资格证照制度；再次，加大对参与学徒制的企

业、高校和学生财政、政策支持力度 和 资 源 调 配，

拓宽资 金 筹 措 管 道，落 实 “以 奖 代 补”政 策；最

后，推动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

研发中心、实习实训平台，强化市场监管，惩治仿

冒伪劣，加大对专利技术和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

（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

在我国，工匠精神被视为一种共同的社会价值

观。工匠精神所蕴含的敬业、精业、奉献等内涵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 “爱 岗、敬 业、诚 信、

友善”高度契合。一方面，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尊

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创新等有利于工匠精神培

育的文化氛围。倡导知行合一、务实精工，转变社

会浮躁风气。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引导，特别是

在大学中加大对 “大国工匠”“非遗传承人”“劳动

模范”等典型人物的宣传，发挥榜样激励作用。另

一方面，要切实从物质、精神上提高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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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 地 位 和 工 作 待 遇，让 刻 苦 钻 研 技 术，甘 坐

“冷板凳”的一线劳 动 者 “干 得 体 面、活 得 尊 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切劳动者，只要肯

学肯干 肯 钻 研，练 就 一 身 真 本 领，掌 握 一 手 好 技

术，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在劳动 中 体 现 价 值、

展现风采、感受快乐。”［１４］

（三）发挥学校精神培育的主体作用

从我国当前校企合作的现状来看，企业参与人

才培养的积极性普遍偏低。作为工匠精神培育重要

载体之一的现代学徒制，在德国、日本、瑞士等发

达国家 实 施 过 程 中，雇 主 责 任 感 高，企 业 参 与 性

强。我国现代学徒制实施主体仍然以学校为 本 位，

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在产学合作中发挥协调作用，

并在关键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基于这样的现状，高

校要积极承担工匠精神培育的主体责任，根据学生

兴趣和市场 需 求 动 态 调 整 专 业 设 置；建 设 “双 师

型”师资，用工匠精神引领师德和教风，出台配套

制度鼓励专任教师赴企业锻炼；招聘企业一线技术

骨干担任兼职导师和技能师傅；改善实训条件，强

化实习实训环节；将工匠精神融入学校办学 理 念、

课程设计、教材和考核体系，融入思想教育、第二

课堂、学科技能竞赛和校园文化建设中；改革教育

模式和课程体系，方便学生实践和师傅带教。结合

同侪示范，推广师带徒、老带新等模式；改革招生

制度，推行多元入学，学生可根据兴趣自主选择专

业。以学 校 为 主 体 深 化 与 行 业 龙 头 企 业、协 会 合

作；推广职业资格证照和技能等级考试制度；强化

生涯发 展 和 伦 理、精 神 教 育；开 设 技 艺 大 师 大 讲

堂，鼓励 教 师 带 学 生 进 企 业 接 项 目，开 展 应 用 研

究；通过众创空间、育成中心等促进专利成果转化

和产学融合；发掘并大力宣传大学生身边的创新创

业典型。借鉴德国 “双元制”育人经验，推广校企

“二元”育 人 模 式。推 动 校 企 联 合 育 人 “五 个 结

合”：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结合；校内培养和 校 外

培养结合；专业教学与素质教育结合；实践教学与

应用创新结合；学生德育与企业文化结合。

（四）企业深入参与培育过程

高校在培 育 学 生 工 匠 精 神 方 面 存 在 较 大 局 限

性，现有教师队伍结构比较单一，普遍缺乏行业经

验丰富的师资，人事管理和招聘制度自主性 不 够，

从企业招聘兼职教师总量偏少，相当多学校实践条

件缺乏；一部分企业负责人对工匠精神缺乏 认 识，

经营上较为短视，没有把弘扬工匠精神与现代企业

制度建设相结合。基于这些问题，政府和学校应当

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属性，以共赢思路鼓励企业参

与应用型 人 才 培 养 过 程———共 同 制 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共同选拔学生学徒，共同选派师资，共同实施

培养计划。企业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之一，应该主

动为学校提供实践场地和设备，以及兼职师资；通

过 《师徒合约》或预聘制，提高学生留职率；将学

徒培养纳入准员工培训体系，学徒考核参照企业员

工考核方式；切实提高一线高级技术人员待遇；制

定师傅带徒津贴制度；实行优秀师傅奖励计划。可

借鉴英国准工作室模式 （教授＋兼职技能导师＋助

教＋学生），在企业生产一线设立技能大师工作室，

作为现代学徒制的情景教学场所。此外，高校可通

过赞助 学 生 科 技 创 新、技 能 赛 事 活 动，联 办 实 验

班、订单班、行业学院等方式深化合作，推进产业

文化、优秀企业文化、职场文化进校园，将职业精

神、创新创业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结合起来。

（五）发挥第三方中介组织桥梁作用

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缺乏协调机构，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当前的职业训练机构、行业协会、工会等第

三方组织发展不成熟。具体表现在中介组织尚不能有

效协调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合作关系，无法在职业资

格认定、专业技能标准或师徒资格标准建立等方面发

挥主导作用；尚不能独立承担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任

务；学校、企业以服务外包形式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专

业技能培训的情况尚不普遍。有一些行业协会、工会

等组织是由以前的行政事业单位转变而来，在服务内

容、组织形式上缺乏创新，机制不够灵活。这方面可

以借鉴日本、英国的职业训练机构经验，牵头调研

地方产业结构布局和人才供需状况，分类制定行业

技术标准和技术技能人才培训标准；牵头成立公共

基金，组建、管理技能培训系统。参与工匠人才培

训项目设计、 （下转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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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根本变量的关系必定受到第三方变量的影

响，该变量为调节变量，其可能为定性也可能为定

量，能影响两个变量关系的方向与强弱。因此，有

效把握调节变量，对深化协同机制下的人才 培 养，

保障各子系统长期、有效的正反馈循环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一要利用两岸各自优势，进 行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调节效应为一种交互作用，当海峡两岸的资源被有

效协同，便可称其为 “增强型交互作用”。祖 国 大

陆有规模众多的高质量企业，而台湾地区有相对成

熟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将双方的资源进行 互 补，

能够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如，祖国大陆的企业可

以联合台湾地区的高校进行人才培养，培养出的人

才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到大陆企业就业，从而发挥

创新人才应有的价值。这样，既可以解决台湾地区

岛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又能集合两岸优势

资源，实现多方共赢。

二要构建有效退出机制，确保协同创新人才培

养系统的可持续优化能力。当干扰型的交互作用占

据主导地位时，创新人才培养协作过程难免会出现

协作受阻的情况。若不及时调整，则容易形成负反

馈循环效应，一旦负反馈循环增多，创新人才培养

的整体发展就容易趋于固化，从而制约人才 发 展。

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确保人才培养系

统的可持续优化能力，防止只做 “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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