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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诠释全视角学习理论和工匠精神内涵的基础上，从学习者的视角切入，分别从

内容、动机、互动三个维度，分析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习得的因素。从互动与获得两个过程，

阐述高职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两个路径: 一是外化为实践行动; 二是内化为自身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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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 3 月，在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以来，关于工

匠精神内涵、缺失、重塑、培育等论述可谓不胜枚

举，更不乏对高职院校如何培养或培育学生工匠

精神的论述，但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如何习

得工匠精神的论述并不多见。文章拟从全视角学

习理论出发，在进一步梳理全视角学习理论和工

匠精神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剖析影响高职院校学

生工匠精神习得的主要因素，分析高职院校学生

习得工匠精神的路径和方法，为高职院校学生综

合素养提升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全 视 角 学 习 理 论 和 工 匠 精 神 的 内 涵

诠释
( 一) 全视角学习理论的内涵

全视角学习理论由丹麦学者克努兹·伊列雷

斯提出，他认为，传统的学习理论已经不能全面透

析当前形态多样的学习现象，应该用一种立体、多
维、综合的视角来全面解析学习。因此，克努兹重

新定义了学习，他认为学习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学习是发生在个体身上学习的结果; 第二，

学习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心智过程; 第三，学习还

可以用来指个体与学习材料以及社会环境之间的

所有互动过程，而互动过程是心智过程和学习过

程结果的前提。该理论认为，所有的学习都包含

互动过程和获得过程两个过程，所有的学习都包

含内容、动机和互动三个维度［1］。
克努兹认为互动过程和获得过程这两个过程

同等重要并同时发生。互动过程具有社会属性，

依赖于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也依赖于时间和空

间，通常是能够被察觉的; 而获得过程具有生理属

性，通常是个体心智的获得过程。克努兹认为内

容和动机与个体的“获得过程”相关，互动与个体

和环境的“互动过程”相关。内容维度关注学习的

内容，关键性元素包括知识、理解、技能。动机维

度的元素包括动力、情绪、意志，动机对学习有一

定的影响，是学习中要素之一，但动机必须是适当

的，动机过小对学习难以产生激励作用，过大可能

会导致学习者产生畏难情绪。互动维度的元素包

括活动、对话、合作，互动强调学习过程中情境的

重要性［2］。
( 二) 工匠精神的内涵

关于工匠精神内涵的释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观点: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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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匠精神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

的欲望”［3］。有的学者认为工匠精神属于职业精

神的范畴，是从业人员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

为表现，与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紧密相连，是从业过

程中对职业的态度和精神理念。有的学者认为工

匠精神的现代内涵包括专业专注的敬业精神、千

锤百炼的品质追求、一丝不苟的职业态度、挑战自

我的创新精神、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4］。也有学

者认为“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层

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 思想层面，“工匠精神”指

的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是

从业人员对工作始终保持认真、负责、热爱的态度

和精神理念。第二个层面: 行为层面，“工匠精神”
表现为勇于创新、持续专注、注重细节。第三个层

面: 目标层面，“工匠精神”指的是精益求精、追求

极致的精 神，是 努 力 想 要 把 品 质 从 99% 提 升 到

99．99%的精神。“工匠精神”目标就是要打造本行

业的精品［5］。文章认为工匠精神是专注的敬业精

神、一丝不苟的职业态度、高品格的人文素养，是

外化于行动、内化于精神，高度统一的理念［6］。

二、高职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主要影

响因素分析

基本上述全视角学习理论和工匠精神内涵的

论述，文章从内容、动机、互动三个维度，分析高职

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主要影响因素。
( 一) 内容维度: 人才培养模式对高职院校学

生习得工匠精神的影响分析

依据克努兹关于学习内容维度内涵的解析，

内容维度关注学习的内容，关键性元素包括知识、
理解、技能。对高职院校学生而言，主要是学习相

应的专业知识，理解并内化为相应的技能，即人才

培养模式是高职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重要影

响因素。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学校管

理制度设计、专业课程设计与建设、师资队伍建

设、校园文化设计等几个层面对学生习得工匠精

神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高职院校能够为学生习

得工匠精神提供哪些条件与保障。
首先，高职院校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设计，是

高职院校培养高品格人才的重要条件与保障，也

是高职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重要保障。高职

学生习得工匠精神就是习得健全的人格和相应的

专业技能，因此，高职院校制度设计要以学生为中

心，为学生习得工匠精神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近年来，国家及各地出台的关于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现代学徒制等政策为高职院校设计相应的规

章制度提供了依据，为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习

得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其次，专业课程设计与

建设决定着高职院校学生能否习得相应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因此，专业与课程科学设置是高职院

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重要环节之一，决定着人

才培养的适用性与适切性。为适应各地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需要以及发展定位，高职院校为更好地

服务区域社会发展的需要，绝大部分高职院校设

置了专业与课程动态调整机制，为社会培养适用

的人才，为学生习得工匠精神必备的知识与技能

提供重要保障。再次，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水

平，即专业教师的知识与技能水平影响着学生工

匠精神的习得，决定着高职院校学生知识、理解与

技能的掌握和内化。既有的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

设晋升机制影响与制约着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的水平和导向，很多老师忙着评职称、报课题、跑

项目，没有多少老师以工匠精神去教书育人，学生

的工匠精神从何处习得? 最后，高职院校校园文

化建设，在多个层面影响着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

质量与水平，有内涵有品味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

生习得工匠精神，是高职院校学生外化和内化工

匠精神的基础条件之一。因此，高职院校校园文

化设计，从哪些层面切入，设计的主题有哪些，如

何能够容易让学生外化于行动、内化于理念，值得

每一个从事高职院校事业人去思考、表征与践行。
( 二) 动机维度: 个体认知对高职院校学生习

得工匠精神的影响分析

克努兹认为动机维度关键元素包括动力、情

绪、意志，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对学习产生影响，是

学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高职院校学生而言，

习得工匠精神须保持适度的学习动机，学习动机

来源于学习的动力、情绪与意志力，因此，如何使

高职院校学生有一个适度的学习动机，对职业教

育和工匠精神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对高职

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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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的影响，以及我

国现行教育制度的设计缺陷，使得高职教育成为

很多学生的“不得已、没面子”的无奈选择。社会

氛围也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卢卡

奇认为，人类文明始终存在两种张力，一种是以弘

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人本主义，一种是可计算

可定量的科学精神，这两种力量始终处于激烈的

冲突之中，科学精神与经济的结合在现代社会里，

演变成了建立在被精细计算基础上的经济理性与

技术理性［7］。但是，现代社会里经济理性主义精

神取代了人本主义成为了工作社会中的主流价值

观，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支撑当代中国工商

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人们从事一切制造、生产、
服务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下，如何让入读高职院校的

学生对职业教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有适度

的学习动机，对未来个人学习规划和职业生涯发

展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与把握，成为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8］。
高职院校须及时引导学生对所学专业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了解学习过程中知识与技能习得可

能遇到的困难，培养学生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热

爱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只有强烈职业情怀的

人，才能够从内心产生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需求

意识和深刻理解，从而无限热爱自己的职业和岗

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特别的敬业精神。培

养职业情怀首先从培养热爱专业入手，培养热爱

专业又要从专业兴趣入手。让学生对工匠精神有

一个正确的认知，职业素养无小事，工匠精神无大

道理，关键是不放过任何细节，培养从平时细节做

起。一丝不苟习惯的养成除专业教学作为主渠道

外，其他课程的学习和平时的生活也应该要做到

有机融入。［9］对专业有了兴趣，就有了学习动机，

学生个体认知有了提升，对习得工匠精神的促进

作用自然就水到渠成［9］。
( 三) 互动维度: 学习情境对高职院校学生习

得工匠精神的影响分析

克努兹认为互动维度的主要元素包括活动、
对话、合作，互动维度强调学习过程中情境的重要

性。对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学习过程的情境主要

包括学校课堂学习情境、校园文化情境、企业生产

情境和企业文化情境，这些情境并不是独立存在，

而是相互影响与制约。这些情境的设计直接影响

着学生能够习得哪些知识和技能，最终被培养成

什么样的人才，对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重要作用

更是不言而喻。
首先，对高职院校学生而言，课堂学习基本是

理论学习+实训实操，有的可能会有“互联网+”的

情境，课堂学习情境对学生工匠精神的习得影响

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渗透工匠精神教育。
专业课程是工匠精神最主要的载体之一，专业课

程直接影响着学生技能品质与文化素养品格的塑

造，对学生毕业走上社会是否能够获得有尊严的

工作和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对学生能否在专业知

识和技能上收获颇丰，也能够习得有事业追求、有
职业情怀和职业素养的工匠精神。其次，校园文

化情境对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影响主要是隐性知

识张力的体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本科院校、中
职学校等校园文化设计应有着本质的区别，高职

院校校园文化设计在注重学生人生价值观、职业

观和专业观培养的同时，应注重体现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工匠精神等文化元素，让学生在文化熏

陶、感染中习得工匠精神。再次，企业生产情境和

企业文化情境是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基础之一，

如果说专业课程和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学生习得

工匠精神的载体的话，那么企业生产情境和企业

文化情境则是高职院校学生将习得的工匠精神进

行检验与进一步提升的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随

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以及政府出台

的相关激励政策，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同搭建的校

企合作平台、产业学院、现代学徒制等一系列政

策，为高职院校学生深入与企业生产情境和文化

情境互动提供了条件和便利。

三、高 职 院 校 学 生 习 得 工 匠 精 神 的 路 径

分析

基于上述关于高职院校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

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文章从克努兹关于学习过程

的两个层面: 互动过程与获得过程，分析高职院校

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路径。
( 一) 互动过程: 将工匠精神外化为实践行动

作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首先要站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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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高度，认识到工匠精神是一种民族气质、是
一种社会期盼，是一种精神追求，充分认识到自己

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树立大国工匠和

工匠精神的情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通

过与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的互动，将工匠精神外

化为实践行动。
首先，应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

地位以及大国的担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在世界发展

格局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世界

命运共同体、中国制造 2025 等发展理念下，作为新

时代大学生，要有担当精神，将国家责任和发展战

略作为学习与努力的目标，并作为行动理念。其

次，通过与校园环境的互动，领悟学校在专业设

计、课程安排、教学设计、实习实训情境设计、社团

活动等诸多方面为学生学习提供的便利，感受学

校在发展过程中为学生学习提供的机会与挑战，

在与校园环境的互动中学习领悟工匠精神的内

涵，吸收校园文化的精华，将其付诸于行动中，做

一名校园工匠精神的实践者，譬如一丝不苟地上

课学习、一丝不苟地完成作业、一丝不苟地打扫卫

生等等。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一切细微环节，

都可成为工匠精神培育的资源。将弘扬工匠精神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9］。再

次，通过学校提供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现代学

徒制等机会，特别是当前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与

企业、行业共同挂牌成立了诸多产业学院，借助产

业学院的平台，建立与企业生产和企业文化互动

的机会，将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与企业、行业一线

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跟企业、行业大师学习，学习

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习他们身上优秀品质，注重生

产细节、追求结果完善，将“敬业、专注、执着”的工

匠精神外化为行动的理念。最后，在与其他外界

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需具备正确的辨别能力，认识

到作为一名高职院校学生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应担

当的社会责任，时刻保持热爱学习、尊重知识、精

益求精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 二) 获得过程: 将工匠精神内化为自身素养

对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工匠精神的习得就是

个体心智获得的过程，即将工匠精神内化为自身

素养。知识内化成素养，素养升华为精神，精神涵

养成习惯，是“工匠精神”从意识层面发展到品质

层面的过程，这是因为专业知识只是外在的认知

形态，而工匠精神则是领悟了专业知识与技能所

蕴含的精神特质后形成的自身文化品格、职业情

怀和价值追求，是内在的价值形态。高职院校学

生将工匠精神内化为自身素养的途径包括［10］: 一

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就业观，认真学习

专业知识与技能，培养热爱祖国、热爱校园、热爱

学习、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的高尚品质，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借助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将专业知识学透学精，并内化为自

身素养。二是培养优良的个人品性，在学习中磨

炼坚持不懈、精益求精、敬业专注的工匠精神，在

实习实践中，将企业、行业优秀的追求一流、创新

发展的品质内化为自身素养，不断提升自我涵养。
三是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养与能力，在学习中逐

渐培养高标准、严要求的良好习惯，不断超越自

我，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具体做来，应从德行、
品质、才学三个方面开展: 德行方面，应树立对职

业的敬畏心、尊敬心和责任心，具有良好的工作品

德和工作品质，在劳动道德的指引下全身心投入

工作; 品质方面，应培养良好的个人素质，工作认

真、细致，工作中有恒心、有毅力，对事业有个人追

求; 才学方面，应清晰认识到自身在学习方面存在

的不足，而后查漏补缺，掌握行业最先进的知识，

走在行业发展的前列［11］。
克努兹认为学习互动过程和获得过程是同等

重要的，并且是同时发生的。因此，高职院校学生

习得工匠精神是互动与获得的两个过程，这两个

过程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同时进行的关系。
克努兹关于学习的三个维度和两个过程，是

一个紧密相连并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高职院校

学生习得工匠精神的维度和过程也是紧密相连并

相互影响的，对于学生个体而言，习得工匠精神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高职院校为其提供良好的

学习条件和保障，需要社会、家长、学生对职业教

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评价，需要政府层面出台

相应的激励和保障措施，需要社会价值观念的引

导，需要企业、行业有担当、有作为，需要学生个体

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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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Acquisition of Students'Craftsman Spiri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 of Comprehensive Learning

ZHAO Xiao-duan
(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Guangzhou 510405，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the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students ＇ Craftsman Spiri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ers，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ntent，motivation and interaction． Considering the two processes of interaction and
acquisition，the paper puts forward two way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acquire craftsman spirit in their learning: one
is externalization into practical action; the other is internalization into self-accomplishment．

Key words: th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Theory;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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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段: 全视角学习理论下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习得之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