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1 卷 1 期 Anmai/安麦 东方教育学刊

57

教育家精神引领工匠之师专业发展路径探索

陶学梅 陶科 李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既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教育家思想的继承与延续，更是新时代建设高素质教

师队伍的必然要求。文章聚焦职业教育特点，分析新时代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对职业教育教师发展的重要意
义，进而提出高起点准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三个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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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

教师代表时倡议全国广大教师具备新时代教育家精

神：“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

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

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这既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教育家思想的继承与延续，更

是新时代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必然要求。职业教育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传承技术技能、培养多样化人才、促进就业创业的

重要途径。工匠之师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力量，集老

师和师傅于一身，既传道又授业，肩负着培养新一代

大国工匠的重任。

无论是新时代的教育家精神，还是以学养厚重、

技艺精通的自身修养，言传身教、躬耕教坛的职业素

养，矢志教育、忠贞报国的家国情怀为主要内核的传

统教育家思想，都蕴含着深厚的教育理念和高尚的道

德品质，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指明方向。以教育家精神

引领工匠之师的专业发展，不仅有助于促进职业教育

教师整体素质提升，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1 教育家精神与工匠之师内涵解析

1.1 教育家精神内涵

中国教育家精神具有历史悠久传承，内涵丰富。

一是理想信念层面，强调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如近

代南开大学首任校长张伯苓著名的“三个问题”:“你

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被称

之为 “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未来之问”。二是道

德情操层面，要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高尚品德

感染学生，如西汉教育家董仲舒在政治失意之时毅然

辞官投身教育事业,专心教授《公羊春秋》；三是教

育态度层面，倡导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如南北朝时

的颜之推形成立身、治家、处事为核心的整体性家庭

教育规范《颜氏家训》。四是教学方法层面，体现为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如全国道德模范张桂梅提倡学

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教无定法、因材施教”教学实践。五是教育情

怀层面，表现为乐教爱生、甘于奉献，如陶行知“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理想。六是教育

使命层面，表现为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如孔子心怀

“仁”念，周游列国传播学说，传承知识与文化。这

些内涵相互交融，构成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随着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不断丰富和更新，持续为每个时代

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精神指引和发展方向。

1.2 工匠之师内涵

“工匠之师”由李克强总理 2017 年在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考察提出，指“工匠型”教师既像教师

一样能够传授专业理论和工艺技能，又像师傅一样能

够以工匠之心指导学生把握工匠之术，传授手艺的同

时传递耐心、专注、创新等精神。职业教育教师作为

新一代大国工匠的培育者，工匠之师角色定位至关重

要。他们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者，也是工匠精神

的传承者与践行者。在专业素养方面，需深入掌握所

授领域的理论体系、拥有高超的实践技能、解决实际

问题。在能力特点方面，需具备出色的教学能力，能

将复杂知识与技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在

个人修养方面，需具备精诚报国的价值情怀，奉献社

会的道德情操，以及探索创新、求真务实、追求卓越

的人格魅力，并以此形成个体影响力，对学生产生行

为示范和深远影响。

1.3 两者关系

教育家精神与工匠之师紧密相连，体现为指引和

践行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教育家精神为工匠之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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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

理想信念激励工匠之师树立远大教育目标，为培养匠

心与匠技兼具的大国工匠为远大目标；为工匠之师提

供道德情操准则，要求工匠之师以身作则，成为学生

道德楷模；指导工匠之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磨砺育人

智慧，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实施因材施教；要求工匠

之师具备教育情怀，关爱学生，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工匠之师作为践行主体，充分发挥主体能

动性和创造力，在实践中全方位践行教育家精神，将

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等精神内涵融入教学

与育人全过程，进一步具象化教育家精神内涵。两者

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职业教师全方位建设，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教育家精神引领工匠之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2.1 提升职业教育师资队伍质量

教育家精神因其丰富而兼具时代气息的内涵，对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工匠之师队伍有着诸多

积极作用。在教育理念上，教育家精神能够促使教师

突破传统观念束缚，认识到职业教育并非粗放单一的

技能传授，更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教师教学

理念先进，会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关注学

生全生命周期发展。在教学能力上，育人智慧与躬耕

态度能够引导教师不断探索创新，因材施教采取切合

学生需求的教学方法，探索如项目流程式、职场情境

式、仿真沉浸式等教学模式，提升课堂吸引力和实效

性。同时，道德情操与仁爱之心与要求教师关爱学生、

以身作则，增强学生学习动力，凝聚师生情感。

2.2 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

和实践性特点，需要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与产业紧

密结合。教育家精神中的理想信念与弘道追求，能激

励教师树立高远理想，站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反

观职业教育，必将积极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

贯通，打破两者之间的观念壁垒和实践壁垒。同时，

教育家精神还可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躬耕态度促

使教师愿意深入企业一线，立足职场开展岗位实践，

分析行业需求态势，能以最快的速度将企业新技术、

新工艺融入课堂教学内容。以教育家精神引领，能够

促使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更符合市场需求，从而推动

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实现高质量发

展。

2.3 促进高质量职业人才培养

在职业教育领域，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度高、远

大理想与精湛技能兼具的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非

遗技术传承人等成为人才培养的典型代表，教育家精

神在这类高质量人才培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育

人智慧可以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能力制

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充分激发学生创造力，为培养

卓越工程师和大国工匠奠定基础。其次，仁爱之心可

以让教师全程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品德修养，在授业

的同时注重传教，培养学生职业精神，并终身关注学

生成长。此外，弘道追求可以引导教师培养学生社会

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将职业岗位作为其实现人生抱负

和社会价值的实践地，具备高尚的品德和正确的价值

观，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高质量职业人才。

3 教育家精神引领工匠之师专业发展的实施路

径

3.1 高起点准入路径：引入行业之师

教育家精神强调“躬耕态度”与“育人智慧”，

对职业教师而言，这就要求从教师准入作为起点，需

要教师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即职业教育教师队

伍建设需从源头把控，引入具有丰富行业经验和专业

技术专长的“行业之师”。一是在招聘条件上，可向

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行业高端人才倾斜，适当放宽年

龄、学历等准入条件，不拘一格引进行业人才。二是

从岗位入职培训入手，针对新入职教师开展系统性教

学实践能力训练，将职业教育代表性的项目任务式、

虚拟情景式教学手段引入教师培训，培养教师从入职

开始即具备必要的职教情怀和育人智慧。三是可进一

步加强学校与行业企业联系，“老带青”师资培养模

式不仅仅局限于指派校内高年资教师担任青年教师

导师，同时还可考虑为其聘请行业企业专家担任兼职

导师，使年轻的职业教师们从入职第一天起即具备职

业情怀和职场意识，并通过教育教学，将这些情怀和

意识传递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也即未来的职

场主人翁们。通过校企深度协同，推动青年职业教师

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向综合性的“职场设计者”

转型。如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构建“U—G

—K”校企协同培养机制，与专业紧密对接的幼儿园、

学前培训机构紧密合作，聘请本地区名园长担任实践

导师，定期到校指导青年教师，以及组织教师到园开

展各项岗位实践，以此加强职业教师培养与行业需求

之间的紧密对接，为地区学前教育领域输送了大量

“躬耕态度”与“育人智慧”兼具的职业教师队伍。

保持高起点引入行业之师，通过行业精英注入职业教

育，一方面可以大大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另一

方面也可将行业前沿动态及时引入课堂，实现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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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3.2 高标准建设路径：锻造规范培养

“道德情操”与“专业规范”是教育家精神在职

业教育的具象化呈现。2019 年，教育部发布《职业

技术师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将践行师德作为首要

毕业要求，要求工匠之师需具备“师德规范、教育情

怀、工匠精神”，将对职业教师师德要求从认知层面

提升到了操作层面。加强职业教师建设中的高标准与

规范化，可以有效提升职业教师的教育专业素养。首

先需要建立系统化培养机制，夯实教师职业素养。入

职培训不应成为职业教师培养的终点，而是高素质工

匠之师培养的起点。培养过程中需要强化校院两级联

动，通过基层教学组织开展规范化教学活动推动教师

整体教学规范化管理。其次需要将“道德情操“的培

育全过程贯穿规范化培养过程，这是实现职业教师队

伍建设”高标准“的必要条件。在标准化培养过程中，

往往容易注重”技“的范式培养而忽略”德“的潜移

默化。但对职业教师而言，他们所培养的学生，在拥

有”一技之长“的同时，还面临着技能技术”为何所

用“的问题，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将

是确保卓越技术能用于造福于民的有效保障。如重庆

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将师德养成嵌入课程实践，建立”

职场体验馆“，以情景化教学强化职业认同，培养兼

具职业情怀与专业技能的工匠之师。最后是建设路径

与成效评估同步推进。用规范化的体系对职业教育师

资进行高标准培训，同时还需要建立可操作性的成效

评估指标，结合成效反观建设过程，保持对系统性规

范化培养的动态调整。

3.3 高质量发展路径：磨砺卓越之师

“心怀大我、启智润心”的卓越工匠之师是教育

家精神指引下职业教育教师的最终培养目标。磨砺卓

越工匠之师，一方面需要强化教育教学能力，以高质

量的课堂教学效果、有效的实训实践提升育人成效，

通过世界技能大赛等渠道培养卓越工匠人才，如四川

省建立职业院校名师名校长工作室，通过跨区域联合

研修，践行教育家精神在教育教学中进行实践转化。

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服务产业能力，鼓励职业教师深入

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协同企业解决产业“卡脖子“问

题，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区域信息产业企业密切合

作，共同推进芯片和半导体领域技术突破，实现了以

科研服务产业，以产业反哺教育。此外还需要培养职

业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视野，提升职业教师的全

球化竞争水平。如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探索“以赛

促教”机制，通过教学竞赛激发教师创新潜能，鼓励

教师跨学院、跨学科、跨类别组队参赛，形成“教学

学术共同体”，有效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深圳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定期选派教师到德国接受双元制师

资培训，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职业教师师

资培训，建立了职业教师师资建设“受“与”授“的

连通路径。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

续和发展。”中华民族尊师重教，在历史长河中凝练

出内涵丰富的传统教育家思想，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既

是立足于中国古代优秀教育家思想的继承与延续，更

是新时代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必然要求。以教育家

精神引领工匠之师专业发展，可以提升师资队伍质量，

助力职业教育发展，为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关键支撑，

助力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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