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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工匠创新工作室与高职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探索
刘　艳 1　程援助 2

（1. 宁波市镇海区技工学校，浙江 宁波 315207；

2.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浙江 宁波 315201）

摘要：新时代需要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而大批能工巧匠的涌出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工匠精神”的培育。

高职院校是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责任地，把工匠创新工作室建在高职院校，有利于推动“工匠精神”在校园内的落地生根、提炼升

华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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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举行，总书记

在贺信中指出：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高

职院校是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责任地，长期以来肩负着培养

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之重任。而把工匠创新工作室建

立在高职院校，能使“工匠精神”的培养与高职日常教学实现深

度整合、无缝对接，有效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水平。

一、高职院校的培养宗旨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于高素质、高

技能、高素养的职业人才需求，培养具有职业道德、职业素养、

职业技能、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职教育

的目标是为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适用的具有较高文化层次

的技能型、技术型人才，关注职业核心技能的培养，并把核心技

能的培养作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最终任务。高职院校的学生培

养目标旨在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以适应社会对各专业领域人才的需求。同时，学校还要从教学、

实践、社交等方面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多方位支持，不断完善学校

制度和各项服务，帮助学生成为有发展潜力、有竞争力的高素质

人才，为学生在职场上的成功发展铺平道路。高职学生的职业素

养也是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的重要部分。学生要具备良好的学习态

度和工作态度，养成坚韧不拔、不断进取和自我管理的习惯。此外，

学生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遵循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和职业规范，对社会负责、对工作负责，充分发挥个人职业

价值。

二、工匠创新工作室的职能

近年来，全市广大职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

围绕“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决策部署，克难攻坚，创新奋进，

在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向更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了先锋队和主力

军作用，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团体和班组。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弘

扬和传承劳模工匠精神，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

发挥劳模工匠在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振兴实体经济

中技术传承和示范引领作用，经研究，宁波市总工会决定命名 28

家第五批宁波市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纺织学院刘艳工匠创新工作室榜上有名。

工匠创新工作室是一种以专业技能为基础，以创新能力培养

为核心的工作室。它通过项目导向的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的专

业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工匠创新工作室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实践性，强调团队合作

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同时，它还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和宽广的学习空间。

三、工匠创新工作室与高职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

“刘艳工匠创新工作室”是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重点

特色工匠工作室、纺织学院人才培养重点工作室、社会服务先进

单位，工作室成员 8 名，其中，高级职称 6 名，中级职称 2 人，

博士 2 名。在浙江工匠刘艳同志的带领下，创新工作室以弘扬“工

匠精神”为己任，始终坚持以服务生产一线为目标，以创新破解

难题，以创新促进落实，以创新强化管理，在人才培养、创造发

明和社会服务等诸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在本地区享有

较高的声誉和口碑。

（一）在技能比赛中将“工匠精神”落地生根

技能比赛是体现和展示“工匠精神”的重要舞台和载体。赛前，

学生要进行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训练；赛中，学生结交新朋友，

开阔视野，学习新鲜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赛后，总结经验

教训，不断提升自己。总之，通过技能比赛，可以有效地激发参

赛师生比学赶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学院“工匠精神”

的培养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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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3 月成立以来，创新工作室成员先后指导学生获得

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奖项 19 项：2017 年第九届全国职业院校学生

染色小样工技能大赛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1 名，荣

获团体一等奖；2017 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工业分析与检

验”大赛三等奖 1 项；2017 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大气环

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大赛三等奖 1 项；2018 年第十届全国职业院

校学生染色小样工技能大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荣获团体二等奖；2018 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工业分析与

检验”大赛二等奖 1 项；2018 年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大

气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大赛三等奖 2 项。

（二）在科研创新中将“工匠精神”提炼升华

自 2017 年 3 月成立以来，创新工作室成员先后完成了教科研

项目 20 项，这其中包括校企合作项目 10 项、发明专利 4 项和发

表论文 6 篇，此外，个人获得省级荣誉 1 项、市级荣誉 3 项。这

些成绩的取得是工作室成员发扬“工匠精神”锐意进取的结果，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参与度非常高。无论是科研项目，还

是发明创造、论文撰写，很多学生都积极参与、深入实践，既跟

着老师学会了做科研，又在繁杂的实验中践行着“工匠精神”。

（三）在服务社会中将“工匠精神”发扬光大

“刘艳工匠创新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浙江工匠的

示范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技能创新为方向，积极发挥高职院

校的学术优势和导师带徒中的技能传授作用，营造团结奋进的工

作氛围，将创新工作室打造成为技能的比拼台、人才的孵化地和

项目的攻坚队。除了在技能比赛和科研创新小有成就之外，工作

室还积极融入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工作，

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将“工匠精神”发扬光大。

1. 专业培训

刘艳创新工作室紧密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用人需求，积

极参与企业职工的技术培训与创新工作，工作室分别承担了市级 

“绿色化工环保技术创新与实践” 高研班，镇海区“金蓝领”项

目之“化工通用产品生产工艺”和“化工环保技术”的培训任务，

承办了浙铁大风化工有限公司的“2018 年大风化工岗位技能竞赛

和技术能手评选”活动，受到学员、用人单位、主管部门的一致

好评。此外，工作室还积极开展企业员工的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

累计完成 5000 余人的培训和鉴定工作，工种涵盖化学检验工、化

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等，市内近百家企业的员工通过培训获

得中级工、高级工和技师证书。

2. 企业帮扶

2020 年 4 月，受宁波市职工发展中心委托，刘艳和鞠兰两位

老师代表工作室赴宁波昊鑫裕隆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帮扶工

作，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出现的化学分析方面的困难，

内容有化学产品的出厂性能、氯含量和分析温度的把控、化学实

验室分析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升和化学分析专业基础知识培训等。

3. 社会公益

工作室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助力环保公益科普服务事业。

如走进街道社区开展“4.26”世界无甲醛日活动，关注室内空气

质量，提升生活品质；协办 2018 年宁波市分析测试专场招聘会；

参与政府五水共治、剿灭劣五类水行动，倡议建立大学生河长助

理制度，相关事迹获人民网等国家各级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三、结束语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

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

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成立至今，“刘艳工匠创新工作室”在宁波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全面振兴实体经济中充分发挥技术传承和示范引领作用，

秉持敬业的精神、精益的品质、专注的态度和创新的理念，与高

校紧密配合、协同奋进，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专业培训和服务

社会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工作室的工作获得了省、市工会的充

分肯定，同时也收获了荣誉与成长。刘艳老师于 2023 年 3 月和 10

月分别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和“镇海区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

还曾获得“宁波市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最美队员”“2023 年镇海

区职业技能竞赛优秀裁判”等称号。工作室成员在教育教学中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为高职教育培养了更多的优秀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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