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学校是人才成长

的摇篮，其在教学过程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是人才成长

的需要，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体现。电工电子

专业的学生是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其人才培养目标

以及培养质量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于此，本文

对基于工匠精神培养的电工电子专业教学路径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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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是指从事手工劳作的工人。工匠精神，是工人在长期

岗位工作中形成的对岗位技能的更高要求，对岗位的热爱、对

高质量不断追求的态度。 在电工电子专业培养工匠精神也是

为《中国制造 2025》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一批具有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极致、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的工匠，进一步实现我国

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
一、基于工匠精神培养的电工电子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一）电工电子专业技能人才需具有的职业素养

电工电子专业技能人才需具有的职业素养主要包括人文

素养和技能素养两种， 其中人文素养指的是人才本身所具备

的思想道德修养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储备等等； 技能素养主

要指的就是人才在工作岗位上所需要具备的职业道德和行为

规范。 当前，敬业、责任、严谨、细心等职业素养的具备是岗位

的主要要求。
（二）电工电子专业人才需具有职业能力

电工电子专业人才需具有职业能力主要指的就是其在专

业技能方面的掌握能力以及操作能力。 因为电工电子专业的

学生在将来从事的行业大多是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以及熟练

的操作手法， 所以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培养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练就学生过硬的专业技术技能才

能够使学生在未来形成较强的职业能力。
二、基于工匠精神培养的电工电子专业教学路径

（一）让学生理解、认同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在校园的弘扬本质上是一种职业精神与文化的

传承，是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途径。工匠精神要想在教学中得

到弘扬、渗透，首先教师应该让学生理解和认同工匠精神，引

导学生形成对职业技能的追求和坚守。这样，他们才能在未来

的工作生活中具备优秀的专业精神、职业态度、人文素养，并

形成“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优秀职业品质。因而，学校可

以通过弘扬相关专业能工巧匠典型事迹来让学生了解工匠精

神，让学生在先进事迹中学习他们坚定理想、敬业守信、精益

求精的职业信念。同时，学校方面也可以聘请行业中的劳动模

范开展讲座， 以现代社会的真人真事来教育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怎样形成自己的专业追求，使学生认同工匠精神，最终让学

生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寄托在对专业的奉献上， 在学习生活中

不断践行工匠精神。

（二）让工匠精神走进教材、走进课堂

课堂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阵地， 而教材是学生获取知

识的重要载体。 要想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必须要让

工匠精神走进教材、走进课堂，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不断获取

新的认识和发现，并以工匠精神塑造自我，进而在学习生活中

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首先学校方面可以在电工电子专业的

学生教材上加入工匠精神培养的相关内容， 让学生系统性的

学习工匠精神，认识到工匠精神的时代发展内涵；其次就是让

工匠精神走进课堂，培养像工匠一样的教师，以教师为榜样，
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思想品格，使其在教师、
同学的影响下渐渐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以及职业能力， 打造

出像“工匠”一样的学生，实现工匠精神下的人才培养目标。
（三）加强校企合作，推动工匠精神教育

电工电子专业的学生除了在校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以外，
更重要的是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 因而加强校企合作可以让

学生在企业实习中实现自身职业知识、 技能以及道德的进一

步提升，毕业后也能够明确自身的职业选择方向，并以一名合

格的准职业人角色进入职场生涯中。 学校方面可以加强与对

口企业的联系， 采用现代学徒制教育模式没让学生深入企业

的岗位中，体验企业实际的工作模式、工作方法，并学习企业

中老员工的做事方法，真正领略企业中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实习过程以及实习结果等也需要学校方

面建立完善的考评制度， 并将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列为重要

参照指标，以便引起学生的重视，使其在实习生活中深刻践行

工匠精神，并以此为导向指引自己的工作方法，形成优秀的工

作态度以及职业行为， 为自己将来正式进入职场奠定良好的

职业品质。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人才的需求

量也越来越大，对于电工电子专业的学生来说，其社会需求量

较大，而具备优秀职业素养以及职业能力的人才更是匮乏。工

匠精神的弘扬是新时代下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 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只有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弘扬工匠精

神才能为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更多优秀的电子人才，继

而实现我国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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