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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被 称 为 “工”， 《辞

海·工部》将 “工”解释为古时 “从事各种手工技

艺的劳动者”。我 国 最 早 的 手 工 艺 专 著 《考 工 记》

中载： “国 有 六 职，百 工 与 居 一 焉……审 曲 面 埶，

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１］ 《说文解字·

匚部》对 “匠”的解释为木工，后泛指在某一领域

颇有造诣的人。直 到 封 建 社 会 时 期 匠 籍 制 度 的 实

行，有了 “工在籍谓之匠”的说法，“工”“匠”才

合为一体，通常指 “熟练掌握一门手工技艺并赖此

谋生的人，如铁 匠、木 匠、皮 匠、钟 表 匠 等”，而

现代泛指 “家庭作坊、工厂工地等生产一线动手操

作、具体制造的工人、技师、工程师等”。［２］

“工匠”的称谓源远流长，“工匠精神”在中西

方历史上都曾大 放 异 彩。具 体 来 说， “工 匠 精 神”

具有以下内涵。

一是秉持敬业奉献的理想信念。敬业指一个人

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态度，对自己的职业具有高度

认同感、责任感和敬重感。在工匠看来，他们的职

业虽有不同，但都是独一无二并富含价值的，其价

值来源于创制产品的完美程度。木匠可以制作出各

式各样的精美家具和工艺品，铁匠仅用一把铁锤就

可将铁原料锻造为各种生产生活工具，皮匠可制造

出诸如马鞍等皮质用具……中国古代的工匠不仅敬

重自己的职业，而且愿意投身其中，奉献所有，用

自己的付出获得物质保障和社会地位。西方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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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抵如此，他们认为技艺的目的是产品本身的完

美，即 “每种技艺尽其本职，使受照管对象得到利

益”［３］。工匠认为产品的质量和 内 涵 才 是 根 本。从

最初的原材料采集到成品的制成，整个过程都包含

着工匠的真心诚意。

二是拥有精益求精的人生态度。 “造物”是工

匠的伟大使命和目的，他们 “制造器物主要是凭借

其技艺，按照近乎严苛的技术标准和近乎挑剔的审

美标准，不计劳 作 成 本 地 追 求 每 件 产 品 的 至 善 至

美，通过大繁若 简 的 制 作 手 法 赋 予 每 一 件 产 品 生

命”。［４］在这一过程中，工匠始终秉持严谨专注的工

作态度，反复斟酌、细心研究。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严谨专注的态度可以使工匠更好地把握制作细

节，从而制造出符合标准的高质量产品。例如，唐

代诗人欧阳修在 《归田录》中记载，喻浩在建造开

宝寺塔时，由于考虑到气候因素而故意使其 倾 斜，

可见其严谨的 态 度。工 匠 制 作 产 品 属 于 纯 手 工 制

作，不同于现代的机器制造。为了使手中的器物尽

善尽美，工匠们专注于产品制造，不断完善自身的

技艺，对产品精雕细琢，坚持慢工出细活，不放过

一丝疏漏之处。亚里士多德曾言：“对制作活动而

言，目的 （产品）比活动过程更为重要。”［５］精益求

精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长年

累月地坚持，使他们的经验更加丰富，技艺更加纯

熟，制作的器物更加精美实用。

三是坚持求实创新的职业追求。求实创新指在

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吐故纳新。《荀子·

荣辱》篇曰 “百工以 巧 尽 械 器”，十 分 贴 切 地 描 绘

了工匠的创新精神。创新可以使工匠制造的产品独

树一帜、独领风骚。如，宋末元初的棉纺织家黄道

婆融合黎汉两族纺织技术的长处，大胆革新，不仅

改进了纺织工具，而且发明了新式纺车，极大地促

进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追求创新必须实事

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唯有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把

握规律，利用规律，才能使产品的品质得以真正地

提升。庖丁解牛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个道理。“臣之

所好者，道 也，进 乎 技 矣”，庖 丁 解 牛 而 刀 不 损，

正是因为他熟悉牛的生理结构，深谙其 “道”。

二、教书匠———教师的 “匠人”角色

（一）“教书匠”的 “匠”意溯源

现代汉语词典将 “教书匠”解释为教师，但指

出其含有轻蔑 的 意 味。由 于 某 种 意 义 上 的 约 定 俗

成，人们将 “教书匠”定位为没有创造性、不擅研

究的教师，虽然带有贬低的意味，但是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教师的 “匠人”角色。从词源角度 考 究，

人们通常把熟练掌握某一领域技能的人称为 “匠”，

蕴含赞美之意。现代汉语词典中对 “匠”的解释也

继承了 《说文解字》中的原意，即在某方面很有造

诣的人。另外，在杨应芹、诸伟奇编著的 《古今称

谓辞典》中对 “师匠”一词这样解释：宗师 大 匠，

指可为世表范的大学问家。［６］由此可见， “教书匠”

应该是指教书育人的工匠，即在教育领域熟练掌握

教学技能的 “匠人”，这 才 应 是 “教 书 匠”真 正 的

“匠”意所在。

（二）教师的 “匠人”功能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教师指接受过专门教育和

训练，并在教育系统 （学校）中承担教育教学任务

的人。简言之，教师的使命就是 “教 书 育 人”，其

中包含如下三层意思。

首先，教师具有 “授业解惑”的职能。人类社

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明成果不计其数，知识与文

明需要不断传承，担当这一崇高使命的就是教师群

体。教师在学习和掌握人类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经

过精细筛选，将其精华传授给学生，同时解答学生

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疑惑，使其能自如地应对生活与

社会的各种挑战。可以说， “授业解惑”是教师最

基本的职能。

其次，教师具有提高学生能力的职能。教师不

仅要向学生 “授业解 惑”，而 且 要 帮 助 学 生 习 得 自

主获取知识、解 决 疑 惑 的 能 力。如 今， “新 课 改”

对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如批判 质 疑、

勇于探究、学会学习、实践创新等，这些能力的获

得对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教师需要通过课

上讲授与课下交流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

他们的能力素质逐步提升。只有这样，学生才能面

向社会、面对生活，真正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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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教师具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职能。《礼记》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

喻诸德。”相对于知识技能的传授，更 重 要 的 是 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是因为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性质关系每个学生的发展方向，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

的。教师在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后，大都具备正

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并掌握一定的教育方法和沟

通技巧，可以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将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传授给学生。

总之，教师是一个熟练掌握 “教书育人”技能

的专业群体，是教育领域的工匠。虽与其他工匠不

同，其面对的是具有生命力的学生，但是在教学工

作中，教师也需要遵循严格的标准和制度，不断革

新教育方法，精益求精，以实现教育目标，培养更

优秀的 人 才。可 以 说，教 师 同 样 具 有 “匠 人”意

味，并且是需要更高技艺的工匠。

（三）教师的 “匠人”素养

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 “教书匠”，教 师 应 以 匠

心自守，正视专业发展。因为专业发展影响自我效

能感的实现，特别是新知识的获得与教师的效能感

呈正相关。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

是指教师这个职业的发展过程；二是指教师的专业

成长过程，即一 个 教 师 由 不 成 熟 到 成 熟 的 发 展 过

程。一般 来 说，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内 涵 包 含 五 个 方

面，即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理想、专业精神

以及专业自我。前两者是教师最核心、外化最明显

的素养，属于教师的基本功，后三者则是教师的内

在塑造。专业理想是教师的职业追求，根据马斯洛

的需要层次理论，这属于较高层次的动机，它的树

立有利于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意愿。专业精神

的养成有利于促使教师对工作以及学生产生持久的

热爱与投入，甚至达到忘我的境界。培养专业自我

有利于教师以积极的态度审视自身的工作，对职业

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强其职业认同感。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核心是

教师学习。纵观现有的研究结果，不 少 学 者 认 为，

教师首先应当是一个学习者，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

异的今天，终身学习已成为教师获得专业发展必不

可少的前提。专业理想的树立、专业 精 神 的 养 成、

专业知识的丰富、专业能力的提高、专业自我的塑

造，都需要教师通过不断学习来完善。

三、中小 学 教 师 专 业 发 展 存 在 的 问 题 及 原 因

分析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传统的精神追求日渐淡

出人们的视野。当今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之所以出

现种种问题，除了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更重

要的原因是教师 “匠人”精神的流失。

（一）专 业 发 展 意 识 淡 薄，职 业 认 同 感 较

低———敬业精神的流失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即时利

益的获得，部分教师变得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专

业发展的意识渐趋淡薄。例如，部分教师在选择进

入这个行业时，看 重 的 是 其 所 附 带 的 福 利 待 遇 和

“超长”假期。他们只是将职业当作一种谋生手段，

而不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

部分教师的工作动力日趋减弱，从教学中获得的成

就感也越来越低，离职倾向越来越高。还有教师认

为互联网时代学生所需要的知识在网络上可以给予

更全面的解答，使命感下降，对自身专业知识与专

业能力不再严格要求，专业发展意识减弱。

当今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意识趋于淡薄，职业

认同感降低，主要原因是敬业精神的流失。敬业与

否，作用于一个人从事某一职业的全过程。拥有敬

业精神的人，他们不仅满足于职业所带来的物质利

益，更重要的是致力于从中获得职业成就感和满足

感。对于他们来说，职业本身才是目的。缺乏敬业

精神的人只是将自己的职业当作手段，通过该手段

获得的最终利益才是其工作的目的。部分中小学教

师对 “教师”这个职业的敬重感减弱，对教学和学

生失去热情与积极性。在他们眼里，教学工作越来

越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而非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教学之外的工作负荷量增 大，专 业 发 展

水平亟待提高———精业精神的流失

当前，在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构成中，非教学工

作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由此，中小学教师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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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转移 到 教 学 之 外，如， “文 山 会 海”降 低、

阻碍了教师专业发展。超负荷的非教学工作严重影

响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提升，突出表现为教师的课

堂教学质量下降。如，部分教师课前准备不足，在

课堂上以标准 化 的 方 式 进 行 教 学，忽 视 学 生 的 特

点，使课堂变成 “生产线”。另外，当 前 中 小 学 教

师继续教育质量不高，专业发展后劲不足。教师入

职后有机会进行脱产深造的屈指可数，这使很多教

师的专业知识储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入职时

的水平。由于评价制度不完善，多数教师只是将继

续教育培训课程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并没有深入

进行有效学习。

中小学教师群体专业发展水平亟待提高，究其

原因是精业精神的流失。从事任何一类职业，要想

成为行 业 翘 楚，需 要 有 精 业 精 神 的 支 撑。所 谓 精

业，就是对自身所从事职业的特点了然于胸，具备

精湛的技术和较强的能力，能够将其做到极致，其

要求从业者具备足够的耐心、恒心和专注度。 “业

精于勤，荒于嬉；行 成 于 思，毁 于 随。”精 业 精 神

的缺失一方面使教师减弱了对教学工作的关注，另

一方面导致 中 小 学 教 师 忽 视 了 自 身 继 续 教 育 的 问

题。现今，部分教师在教学方面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减少，对教学设计不再反复琢磨和考量，对教学过

程的预设也越来越粗糙。部分中小学教师认为自身

已有的知识储备足够应对教学工作，并且认为教学

经验在教学工作中才是最重要的，继续教育的意义

并不大。

（三）职业倦怠感凸显，制约了教 师 的 专 业 发

展———创新精神的流失

职业倦 怠 现 象 在 教 师 群 体 中 越 来 越 普 遍，指

“教师不能顺利应付 工 作 的 一 种 应 激 反 应，是 教 师

在长期压力体验下所产生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的衰

竭状态”［７］。随着时代的发展，教 师 从 工 作 中 体 验

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职业倦怠感显现。如，教科研

压力、班主任工作、学习培训、学校和家长的要求

等，都给教师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致使教师的教

学情绪逐渐向 负 面 倾 斜。教 师 职 业 倦 怠 感 日 积 月

累，不仅影响其 “教书育人”的意愿，而且严重制

约教师的专业发展。由于职业倦怠感增强，教师从

教学中获得的成就感逐渐降低，对职业的期待感下

降，主动学习与成长的意愿也逐渐减弱。如今，教

师职业倦怠已成为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小学教师之所以深陷职业倦怠的泥淖，除了

受到工资绩效、发展前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深

受教师自身创 新 精 神 的 影 响。对 于 中 小 学 教 师 来

说，创新精神必不可少，它是中小学教师专业深入

发展的不竭动力，不仅能使教师的工作焕发活力与

生机，而且能够使教师敢于打破陈规陋习，充分调

动自身积极性，发掘潜在能量，始终保持积极向上

的状态。由于创新精神缺失，中小学教师体验到的

职业倦怠感越来越明显，容易被当下负面状态与消

极情绪深深困扰，无法从中获得乐趣与满足。

四、工匠精神指引下的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策

略分析

中小学教师取得专业发展进步，归根到底是内

生而成，而工匠精神指向的恰恰是人内在的精神层

面，通过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和认知追求来改变人的

行为。工匠精神是治愈各行各业心浮气躁等不良风

气的一剂良药，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也可以从工匠

精神中汲取营养，通过唤醒和发挥教师的精神力量

达到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目的。

（一）敬业奉献，增强职业认同感与责任感

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树立终身从教的职业理

想。技术进步、时代发展瞬息万变，人们对所从事

职业的敬畏感越来越低，而真正成功的人则如工匠

一般，把做好本职工作视为毕生追求。中小学教师

也应该 如 此，因 为 热 爱 而 投 身 教 育 事 业，一 心 一

意，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最高境

界。中小学教师应该始终坚持奉献精神，立足三尺

讲台，全心全意地投入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中小

学教师要树立专业自主发展意识。真正优秀的教师

对自身专业发展态度是积极自觉的，而不是被动驱

使的。教师积极要求专业发展，不仅可以提升自身

专业发展水平，而且会获得职业成就感和满 足 感。

在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流行的当下，中小学教师更

应主动地加快自身专业发展，使自己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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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环境来说，全社会应该营造尊师重教的

良好氛围，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感，因

为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与评价深受外部环境的影

响。当前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下降，尤其是对男性

教师而言其职业吸引力大不如前。教师的被尊敬感

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社会和家庭层面的重

重压力。现今，改善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知、进行

制度设计十分必要。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支持 力 度、

提高教师工资标准、改革职称职务评聘制度等已刻

不容缓。这些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教师树立

爱岗敬业的信念，增强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与

责任感。

（二）精益求精，提升专业发展水平

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厘清教学与非教学工作

之间的关系，把教学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教师应如

工匠一般，在教学上始终保持严谨专注的态度，以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虽然各类非教学工作对教师

的考评和晋升 有 影 响，但 是 教 学 工 作 才 是 核 心 内

容。此外，新 时 代 的 教 师 应 该 树 立 终 身 学 习 的 观

念，积极参与继续教育，精心钻研，积极反思，不

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水平。“资之深，则取之

左右逢其 原”［８］，教 师 只 有 不 断 学 习，丰 富 自 己，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教出优秀的学生。

另一方面，教师要特别注 重 业 务 能 力 的 提 升。

课堂教学能 力 是 教 师 专 业 能 力 发 展 的 核 心 外 在 表

现，因为它能直接反映出一个教师的业务水平。对

于中小学教师来说，讲好课是其首先要做好 的 事。

对课前预设、课上讲授、课后反思和评价等各个环

节，教师都应该认真对待。另外，教师在教学中应

该发掘每个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对学生做到柔

性化教学、个性化辅导。

（三）求 实 创 新，促 进 教 师 自 我 实 现，获 得 卓

越发展

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打破陈规，充分发掘自

身潜能，促进自我实现。身处大众创新的时代，若

一味地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不仅会使专业发展停

滞不前，而且会磨灭对教学的热情与积极性。中小

学教师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充分挖掘自身的

潜能与优势，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实现教学上的

突破。创新精神不仅可以激发教师自身的潜能，而

且会使其在取得成绩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感

与成就感，这是因为教师感受到自身的独特性，获

得自我实现的良好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始

终坚持求实创新的原则，真正突破在教学中遇到的

瓶颈与困境，实现教学工作的进步与自身的升华。

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吐故纳新，努力成为

研究型 的 卓 越 教 师。２０１４年，教 育 部 提 出 “卓 越

教师”的培养 计 划。时 代 对 优 秀 教 师 提 出 新 的 要

求，要他们成为能够引领中小学教育的卓越 教 师。

中小学教师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利用

自身深入教学实践的优势，进行自我反思与 探 究，

攻克教学难题，为教育改革建言献策，向研究型教

师方向发展。中 小 学 教 师 是 教 育 改 革 的 真 正 实 践

者，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决定教育改革政策

的有效实施，决定改革的成败与实效。弘扬工匠精

神，不仅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内涵，而且是教育改革

创新的内在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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