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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

逐步提升，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水准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过程中，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崭新的创造与发展阶

段，也更加需要新型人才。 中职教育致力于培养高素

质职业人员，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面对现如今

的发展状况，中职教育中需要全面凸显对工匠精神的

追求，在锤炼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从业

品质，使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行业内的中流砥

柱。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挖掘其中的工匠精神，在语文

课堂中引导学生全面成长。并且，在这一工作落实中，
教师与具体的中职专业相结合， 如音乐与美术等，运
用不同的艺术载体，形成对中职语文课程中所蕴含的

工匠精神的创意解读，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融

合”，实现中职教学课堂中的“文专融合”，在提高学生

对工匠精神理解与落实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教育引

导效果。
一、中职工匠精神内涵解读

从表面看，工匠精神这一概念有着较长的发展历

史，但是它却并不落伍，即使在制造业工业高速发展

的当前时代， 工匠精神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光

彩。 工匠精神是一种对人的精神的提炼，不同行业的

快速发展， 离不开一个又一个技术过硬的从业人员，
培养中职学生的工匠精神，能够使学生的从业素养得

到全方位的锻炼， 使学生在今后的职业中发光发热，
成为行业建设中的中流砥柱。从工匠精神本身与其适

合的社会发展环境看，中职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需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加以落实。
（一）正确的价值观念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正确的价值观念都应当是教

育教学中首先需要落实的教育内容。 尤其是在中职教

育中的工匠精神培养过程中，更加需要突出对学生正

确价值观念的培育。 当前社会生活发展速度较快，网
络技术非常普及，中职阶段学生正处于变化较多的人

生成长阶段，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念，引导学生了

解并掌握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个人从事职业对

社会发展，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增强学

生对正确价值观念的追求。
（二）严谨的做事态度

在制造业发展中，每一工作环节都与其他环节相

互联系，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中也会有着相互沟通的更

小环节，这要求学生在未来的从业事业中有着更为谨

慎的工作态度。 因此，在培养学生工匠精神过程中，需
要培养学生严谨的做事态度，提高学生对未来职业中

各项规则的遵守程度，提高学生对职业规范的重视程

度，使学生成长为不放过任何一个工作细节的优秀从

业人员。
（三）进取的向上精神

在中职教育中，教师需要培养学生向前看的职业

发展眼光，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水平，并且能够

结合行业发展动态考虑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积

极制定工作计划，与行业共同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
而不是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满意之后的停滞。 成熟的工

匠精神下， 学生应当是一名有高度的职业责任心、有
清晰的职业规划， 专注当下自我发展和未来成长，且
具有拼搏精神的高素养从业人员。

二、艺术载体解读工匠精神的切入点

依托“艺术载体”，解读中职语文课程中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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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职语文教师将工匠精神的解读与培育作为教学重点，能够带动学生更快成长。文章主要围绕依托

“艺术载体”，解读中职语文课程中的“工匠精神”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在分析中职工匠精神内涵以及艺术载体解

读工匠精神的切入点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整合教材内容，选择典型内容；结合教师解读，创作艺术作品；利用教

学活动，艺术展示精神；开展艺术实践，传播工匠精神等中职语文教师依托艺术载体解读中职语文课程中工匠

精神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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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职教育中解读工匠精神，需要与具体的授课

内容相结合，也需要寻找适合的载体，与工匠精神自

身内涵相符， 也联系中职学生的实际学习与成长情

况，搭建起串联工匠精神与中职学生之间的桥梁。 中

职语文教师需要体现“三教改革”内涵，从教材、教师

与教法三方面入手，找到工匠精神在语文课堂中的落

实策略，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能够顺利感知工匠精神

的内涵，并且在工匠精神内涵的引导下成长，发展成

为具有工匠精神品质的社会建设者。
（一）教材文本

利用艺术载体解读工匠精神的切入点之一在于

教材文本。 在中职语文教学课堂中，教材是教师带领

学生解读学习内容的重要资源，教师提炼教材中的内

容，增加学生的认识，能够使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得到

不同角度的发展。 因此，在利用艺术载体对工匠精神

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思考如何运用载体展示

教材内容，使学生在艺术载体的帮助下，更为迅速地

看清教材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内涵，降低学生解读工匠

精神过程中的难度。
（二）教师解读

利用艺术载体解读工匠精神的切入点之二在于

教师的解读。在中职语文教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需要教师的深入解读，避免学生由于有限的认知

水平，对工匠精神没有深刻的理解，影响了学生在中

职学习中的成长。中职语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与

艺术载体相联系，借用其他的艺术形式，为学生分析

并解读工匠精神，使学生在不同的展示形式中能够更

为全面地感受工匠精神的内涵。
（三）学生感悟

利用艺术载体解读干工匠精神的切入点之三在

于学生的感悟。中职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为学生解

读工匠精神，重点不仅在于学生是否能够理解工匠精

神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学生是否能够在自己的学习与

成长过程中落实工匠精神，体现出工匠精神对学生的

实际引领作用，因此，中职语文教师在利用艺术载体

解读工匠精神过程中，需要积极利用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产生的感悟，将其与艺术实践相联系，使学生能够

在艺术实践中增加对工匠精神的深入感知，提高工匠

精神在中职学生内心的落实效果。
三、依托艺术载体解读中职语文课程中工匠精神

的教学方式

工匠精神，这一名词往往在我们的记忆中与祖国

建设年代紧密相连， 是全力建设工业时期的精神概

括，是否能够成为当前我国制造业工业创新发展的社

会环境，又是否能够适应当前的重视教育人才培养需

求，这值得我们思考。 从当前社会的发展来看，在中职

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好对工匠精神的解读，对于中职学

生的职业发展十分有利。并且在音乐与美术专业的语

文教学课堂中，融合两种学科特点，为学生构建探究

工匠精神的双元育人成长环境，能够使学生在课堂中

得到对工匠精神的全面、深入解读。
（一）整合教材内容，选择典型内容

中职语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依托艺术载体解读

课程中蕴含的工匠精神， 需要有较为科学的计划，充
分利用音乐与美术这两种艺术载体的自身优势，使其

能够与工匠精神的具体内涵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工

匠精神。 因此，中职语文教师需要对授课内容进行积

极整合，对其中的知识点进行筛选，重点在于发现其

中能够较为明显体现出工匠精神内涵的学习内容。同
时，教师也需要思考所选择的教学内容与艺术载体之

间的契合度，以及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等，通过对三

方面因素的整合，选择较为适合的内容，开展具体的

教学工作。 例如，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课
文教学过程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人作为孔

子的学生，面对孔子提出的问题，每个人都给出了不

同的回答，也有着自己的理由。 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思

考文中的几名孔子的学生所提出的治国理想，和他们

秉持的对个人才能的自信原因之间的关系，询问学生

是否能够称他们为治国的“工匠”， 具体的原因是什

么。 在此基础上，教师让学生在纸上画出几名学生的

治国蓝图，带领学生分析其中的可行性，使学生在更

为直观的绘画作品中了解书中人物对治国的规划是

不是体现了为当时百姓着想的正确价值观，是不是具

有严谨的规划，又是不是具有完成计划的决心等。 教

师通过美术这一艺术载体，带领学生分析孔子学生的

治国理想与规划， 在判断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过程

中，明确其是否与“工匠精神”相符合，达到对学生的

积极引导。 同时，教师对学生的作品进行多元化评价，
进一步增加学生的学习思考，形成对工匠精神的深入

理解。
（二）结合教师解读，创作艺术作品

工匠精神与音乐、美术这两种艺术载体之间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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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联系较少，但其实不然，艺术载体具有多种表

现方式，正是适合展示工匠精神的有效载体。 中职语

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
不仅自己运用艺术载体为学生展示工匠精神，更要让

学生成为解读工匠精神的主体，只不过这一阶段仍旧

需要在教师解读的带领下开展，保证学生对工匠精神

解读的正确方向。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与教师对工匠精

神的解读相结合，创造艺术作品，增强学生对工匠精

神的全面感知。 例如，在《飞向太空的航程》课堂教学

内容讲解过程中，教师为学生讲解我国航天事业的发

展历程，引导学生明白在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奋斗与

奉献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建设历程中，我国的航天

事业有了怎样的突飞猛进。教师以“神舟”五号升入太

空这一完整事件为线索，向学生提问：“同学们，我国

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 凝聚了许许多多航天人的心

血， 如今我们已经具备较强的航空航天事业探索能

力，如果你是一名画家，你会怎样描绘航天人的奋斗

历程，如何使观看者感受到航天人身上的工匠精神？ ”
通过这样的艺术创作实践，增加学生对航天事业与航

天人高尚精神的思考，促进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搜索相

关信息，在信息技术有效支撑下，形成对工匠精神的

进一步理解。
（三）利用教学活动，艺术展示精神

在中职语文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教师需要运用

教学活动增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感知，而在通过艺术

载体解读中职语文课程中的工匠精神过程中，教师更

需要突出教学活动的作用，在课堂中为学生构建更为

科学有效的活动环境，为学生营造在艺术世界中感知

工匠精神的学习氛围。并且，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与工

匠精神的接触更为全面且灵活，学生不仅能够观察工

匠精神， 还能够在教学活动中成为其中的创造者，在
提升学生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与感知效果方面，具有较

好的作用。 因此，中职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课堂中需

要为学生构建艺术氛围浓厚的教学活动，展示工匠精

神，使学生在不一样的学习氛围中感知工匠精神。 例

如，在《庖丁解牛》教学课堂中，教师需要学生感受庖

丁在分解一头牛过程中的完整步骤与流畅程度，使学

生感受庖丁自身的专业性，以及庖丁在“解牛”过程中

展露出的精湛技艺与敬业的职业品格等。教师提前为

学生找好一首节奏逐渐加快的歌曲，并为学生播放庖

丁解牛过程的动画视频，将其配合播放，在音乐节奏

逐渐加快的过程中， 增强学生对庖丁专业水平的认

识。在观看视频结束后，教师与学生共同谈论观后感，
教师与学生畅谈对庖丁专业精神的理解，在相互交流

中，教师引导学生逐步深化观点，使学生对工匠精神

的感受不断加深。
（四）开展艺术实践，传播工匠精神

中职语文教师利用音乐与美术两种艺术载体，能
够增强学生对工匠精神的感知与了解，但要检验学生

的学习成效， 判断学生是否真正了解工匠精神的内

涵，以及学生在具体的学习实践中是否能够在工匠精

神的引领下承担自身责任，需要中职语文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进行客观评价。 因此，中职语文教师需要带领

学生开展艺术实践活动，利用音乐与美术两种艺术形

式，考查学生对工匠精神的具体掌握水平。 同时，这种

艺术实践的开展，能够增加学生与社会的接触，实现

工匠精神的有效传播，学生身处传播过程中，将会得

到对工匠精神的更多学习感触。
因此，当中职语文教师开展《庖丁解牛》教学讲解

工作后，可以组织学生以教材内容为蓝本，运用音乐

与美术的综合形式，开展有关庖丁工匠精神的展示竞

赛，以此提升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进一步感触。 同时，教
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庖丁形象展”活动，引导学生

将自己心中的庖丁描绘出来，其中需要与庖丁精湛的

技艺相联系，以此艺术实践形式，也能够增强学生对

工匠精神的进一步思考，在传播工匠精神中实现学生

工匠精神品质提升的有效发展。
四、结语

工匠精神的培育是中职语文教学工作中的重点

之一，教师在音乐与美术的艺术载体帮助下，能够提

高本项工作的整体效率，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对工

匠精神的理解，使学生群体的工匠精神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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