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改革创新

近年来随着汽车后市场的快速崛起，很多汽修从业者在金钱

和利益面前迷失了自我，一时间问题层出不穷，比如维修队伍鱼

龙混杂、缺乏有工匠精神的专业人才，让越来越多车主对汽车维

修人员心存戒备。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将工匠精神融入汽修专业

实训教学中，从少年阶段就培养汽修人员的“匠心”，才能让这

一美好品格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并成长为他们性格中的一部

分。

一、巧用情境教学，融合工匠精神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只有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教学情境中，才

能激发学生兴趣，引发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使其更好的理解知

识，主动的完成知识和经验的构建。其核心本质在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情感，在情境交融过程中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知识

的传递是具有一定情境性的，是学生在情境中通过人与人、人与

教材之间的互动才能获得。

在实训教学中，结合工匠精神内涵和教学内容创设情境，让

学生在情境中感知工匠精神，获得良好情感体验，从而提高教学

实效性。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通过不断努力与学习提升个人魅

力，是培育工匠精神的首要前提。在《职业道德与法律》中的第

一单元第一课“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教学中，通过创设故事情

境来延伸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空间，让学生通过情境的感悟来体会



工匠精神。在故事中，李某想要购买一辆汽车，先后去了四家 4S

店参观，这几家店的汽车在价格、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不相

上下。但前三家的接待人员中，有的衣着邋遢、有的接待中频频

失礼、有的介绍时对于汽车功能却模糊不清，但第四家的接待人

员穿着干净整洁，整个接待过程中始终彬彬有礼，而且对所介绍

的车辆功能和车况非常熟悉，因此，第四家接待人员良好的个人

形象和专业职业能力，让李某十分满意，最终选择了第四家。在

学生听故事、说故事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塑造个人良好形象

和工匠精神的认知。

二、巧用案例教学，融合工匠精神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通过

沟通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实践。”案例教学能够运用典型的教学

案例，沟通知识和经验，能让学生在充分思考与沟通中获得知

识、有所收获和启迪，从而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职业道德教育

是中职院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思政教学

知识点涵盖范围较广，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理

想信念、人生观、职业道德、法律等方面内容，将汽修行业中一

些鲜活的、典型的工匠精神案例有效融入到这些知识教学中，有

利于提高教学内容针对性，突出对汽修专业职业学生能力导向和

工匠精神培育。

从教育视角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的敬业和诚信

精神、中国精神中体现的传承与创新精神、职业道德中体现的精



益求精和岗位奉献精神等，这些都与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相吻

合。因此，在思政教育中通过案例教学来实现对学生工匠精神培

育，需要教师寻找到思政教育与工匠精神培育的良好契合点，才

能有效实现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在《职业道德

与法律》中的第二单元第四课“职业道德是职业成功的必要保

证”教学中，选择“大国工匠杨再研：用 15 年青春演绎大国工

匠精神”的教学案例，案例主人公是一位女汽修工，她从事这份

工作以来，养成了找不到故障就停不下来的习惯，经过了多年的

勤学苦练，练就了快速判断车辆故障并消除故障的绝活，此外，

她还用自己的耐心、热情、严谨无数次的帮助车主解决车辆使用

中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直到车主满意。杨再研认为：“工匠精

神不是怕重复的做一件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哪怕是一件小

事，也要做到精益求精，做到最好，做到极致。”该案例中涵盖

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立足岗位成才等

知识内容，在课堂上通过案例的分析与讨论，让学生意识到职业

道德的重要性，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

三、巧用实践教学，融入工匠精神

实践教学是思政课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让学

生能够将课堂中所学的理论知识联系实际，在实践中积极地体验

与践行，从而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对于中职生而言，

实践教学更有利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个人品质。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化概念，体现的是一种职业精

神、工作态度，仅仅依靠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只

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积极地体验和实践，才能

真正将工匠精神的内核渗透到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举止行为中，这

样才能达到思政教育的最终目的。在《职业道德与法律》中的第

一单元第二课“展示自己的职业风采”教学中，在学习理论知识

后，可以让学生带领学生到当地多家 4S 维修店进行参观学习，

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利用所学知识开展多种形式职业礼仪模拟表

演，学生自己设计表演情境、表演人物和对话语言，通过这样的

方式让学生从自己的视角感知职业礼仪的同时，领悟其中所蕴含

的工匠精神，并能自觉地去践行工匠精神。

总而言之，将工匠精神融入中职汽修实训教学，是坚持与时

俱进和培养具有工匠精神人才的需求。在新时代实训教学只有积

极地创新、改革，唤醒学生的工匠精神，使其在他们心中萌芽、

生根和发展，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态度和职业

道德素养，更好地履行个人职责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