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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现状调查报告①

刘巧玲，王 洋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佛山 528211）

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
带一路”的实施，需要“弘扬工匠精神，打造技能强国”。
2016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
流风尚。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中国制造的未来走向和人才培养模式产生深远
的影响。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注入工匠精神，有利于中
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未来职业的发展[1]。《全国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以岗位胜任力
为核心，加强护理专业人文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注重
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护理实践能力培养。工匠精神的
内涵为学校培养护理人才从技能型向服务性转型提供
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
的方法，了解护理专业学生工匠精神现状和不足，对工
匠精神融入职业素养可行性路径调查和分析，得出中
职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过程就是工匠精神的指导和培
养学生的过程，为课题“工匠精神融入中职护生职业素
养路径研究”奠定基础。
一、调查目的和对象
为了解中职学生工匠精神现状和不足，对南海卫

校 2015级护理专业顶岗实习生和 2017级护理专业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各发放调查问卷 100份，分别回收
88份和 93份。采用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分别
从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对工匠精神理念的认知、自我
认知、社会环境认知以及工匠精神培育途径的思考这
五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具体如下。

二、问卷调查分析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问卷调查对象是我校 2015级护理专业顶岗实习

生和 2017级护理专业一年级学生，多数是女生，70%以
上学生来自广东佛山南海。统计结果显示：中职学生对
整个社会工匠精神现状的认同度不高，50%以上认为只
有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和手艺人应具有工匠精神，60%
认为学生素质培养主要依靠全体教师和社会家庭，40%
选择学生自己。
（二）对工匠精神理念的认知
关于工匠精神的内涵是什么？统计显示（图 1）：中

职学生对工匠精神理念的认知不足，90%以上学生自律
性较差、责任（服务）意识比较薄弱、坚忍顽强和无私奉
献精神缺乏；对工匠精神内涵的三个关键词“敬业、精
业、奉献”，50%以上学生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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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职学生对工匠精神理论的认知

（三）对自我认知
关于中职学生应具备的职业素质和欠缺哪些素质

调查结果（图 2和图 3）：90%学生认为工匠精神对中职
生意义重要，但关注度不够。70%以上学生坚持不懈、精
益求精和创新进取精神缺乏。对护士职业素养至少包

①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工匠精神融入中职护生职业素养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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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两个重要因素，即敬业精神及合作的态度，70%以上
学生自我认知程度不高。通过顶岗实习过程，护生初步
具备综合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转化为自我认知（意识）
得到提升和巩固。根据《中国教育报》公布的一个调查
显示，企业对中职学生的服务态度、责任心、忠诚度、表
达能力、沟通能力、了解行业发展趋势能力、组织协调
能力的满意度并不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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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职学生应具备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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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职学生欠缺的职业素质

（四）对工匠精神社会环境的认知
关于工匠精神的社会现状、中职学生获得信息渠

道及社会群体调查结果（图 4）显示：50%以上中职学生
认为整个社会工匠精神现状不足，90%以上学生是通过
电视、广播、网络和学校的宣传活动渠道获得工匠精神
信息，在工匠精神塑造上，学校和社会全方位渗透工匠
精神的教育和宣传力度不足，也受到中职学生自身因
素的一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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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职学生对工匠精神社会环境的认知

（五）对工匠精神培育路径的思考
关于工匠精神融入职业素养可行性路径调查结果

和分析显示：90%以上中职学生对学校开展职业教育活
动持欢迎态度，在工匠精神培育路径和时间选择上，师
生聚焦关注的力度不够。学校应转变教育方式和理念，

加强护理专业人文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探索工匠精
神培育贯穿校园文化、教师队伍、人文课程、临床实践、
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等路径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让中
职学生深刻理解工匠精神对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伟
大意义，努力提高自身对工匠精神的自觉意识，并以实
际行动弘扬工匠精神，练就工匠技艺，用爱的奉献践行
南丁格尔精神。学校秉承“立德行健，自强不信”的育人
理念，注重创新精神和护理实践能力培养，创新护理人
才培养模式。通过工匠精神培育路径和教育个案的理
论和实践研究，丰富和完善学校“诚·爱”特色校园文化
建设，构建突显“匠心、诚心、爱心”的中职学生职业素
养培养体系，实现学校德育工作新的突破。本文采用问
卷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得出中职学生职业素养的
提升过程，就是工匠精神的指导和培养学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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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职学生工匠精神培养路径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
中国力量。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中注入工匠精神是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是现代整体护理的需要，是
中职卫校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中职学生实现自我
价值的需要[3]。针对中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现状和不
足，提出护理人才培养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加强护理
专业人文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把提高学生职业技能
和培育工匠精神高度融入教育教学中，落实护理教育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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