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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工作室视角下广西新建筑工匠创新

人才培养研究

【摘要】我国在职业教育院校设立大师工作室目前已有十余年的进程，在诸多领域充分发挥了其在文化传承中的产教融合

作用。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人民民族自信的提高，建筑领域也亟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传承人来实现

建筑文化符号的宣传和延续。本文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为目标，依托大师工作室的优势分析了广西地区的新建筑工匠创新

人才培养现状及模式构造，为广西地区的建筑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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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of Guangxi new construction crafts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ter Studio

【Abstract】it has been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China set up a master studio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s,which has fully played its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many fields.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national 

self-confidence,the construction field also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inheritors with "craftsman spirit" and 

innovative spirit to realize the publicity and continua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al symbols.This paper takes 

the talent train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goal,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Master Studio,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ode structure of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of new construction craftsmen in 

Guangxi,and provides ideas for the training of skilled talents in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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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建筑业作为传统工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建筑业总产值已经超过 30 万亿，

从业者逾 5000 万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传统建筑行业一直采用粗放管理模式，在我国进入经济发

展新时期时，建筑行业的管理模式、人员培养都要提高到

行业战略层面来探讨，才能促进建筑行业的协调稳定发展。

因此，培养建筑人才，培育工匠精神成为了建筑领域人才

培养的热点和重点问题。高职作为专业人员技能培养的摇

篮，不仅要提高系统的专业体系教育，更要重视人才内核

的塑造，工匠精神的培育，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从而培养

出与行业发展、社会需求高匹配度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建

筑行业人才整体素质，为建筑行业从劳动密集向科技密集

型产业转变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师工作室从本世纪初开始发展，在全国各地都结

出了累累硕果，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中等偏下，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建筑行业人员的综合能

力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基于打造大师工作室的背

景下，探讨广西地区的新建筑工匠创新培养方式显得尤

为必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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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两个方向同时作用，并进行融合，从

而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时期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工匠人才 [5]。

据走访调研，目前在全国各类职业教育的建筑专业人

才培养中，不同的高校存在不同的问题，例如基础设施不

完善、硬件配套不全，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短板；其次是

课程体系不完备，没有形成系统的考核方案，没有精准配

套的教材，导致学生专业知识与目前行业发展脱节；信息

化水平不足，目前建筑工程领域不断开展信息化、工业化

的改革，但是在人才培养的相关课程中没有及时更新相关

内容，对于各类软件学习、操作不足，同样成为了大师工

作室视角下建筑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瓶颈。

2、民族地区新建筑工匠创新人才培养必要性分析

针对广西民族地区建筑文化特点及传承需求，结合目

前我国建筑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以及运行机制，在建筑产

业进行工业化、信息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依托大师工

作室的人才培养模式，发挥在文化传承的“传帮带”作用，

并在建筑技术不断更新和升级的新形势下发挥“新建筑工

匠”的作用，通过新兴技术来实现传统工艺生命力的延续

是十分必要的。

2.1 企业需求

目前我国建筑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大活力，随着我国的

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仍需要大量

的建筑领域人才投入。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高，民

族自信不断增强，因此在各类建筑的设计与施工中，已经

逐步摒弃了追求“洋文化”的特点，开始不断探索我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并深耕打造符合地区历史文化特点的“建

筑产品”，在此背景下，建筑相关企业需要大量的了解地

区历史沿革、文化特点、建筑形式的专业人才，并且能

够充分掌握现代建筑设计及施工技术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

才，并且还需要不断的融合创新，提炼出可持续发展的传

统建筑技艺改良方案，为今后大量的带有民族符号的城市

设施建设储备人才。因此企业对此类创新型人才需求缺口

较大，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

2.2 创新需求

传统的建筑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注重专业知识与技

能的培养，创新能力不足，目前各类职业教育院校在进行人

才培养的过程中还需要提升创新能力的打造，提升对于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长期的，

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因此职业院校在承担人才培养的基础

条件过程中，需要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社会资源，例如企业、

行业等共同承担创新人才培养责任，另外也要注意对于师资

1、大师工作室在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发展现状

1.1 大师工作室的发展历程

大师工作室方式在我国最早起源于苏州，为了传承我国

传统技艺，由当地知名的具有高超技艺水平的人才作为技能

带头人，组建“大师工作室”，依托各类相关企业及研究中

心、相关职业院校等创办的同时具有人才培养和技艺研究功

能的人才培育基地。我国历史悠久，工艺水平自古以来获得

国内外赞誉，随着我国强科技、强人才口号的提出，通过在

各地打造符合当地发展需求、当地文化特点的传统工艺大师

工作室，提升传统工艺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效率 [2]。尤其在

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大量的后备力量来将能工巧匠的传统

技艺进行传承，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亟需通过大师工作室

等多种方法及聚到来弥补地区技术水平提升和经济发展的短

板，通过培养传承人来实现当地技艺的可持续发展。

2011 年我国正式启动“大师工作室”建设工程，并首

批授牌了 50 个大师工作室，意味着我国在传统技艺传承人

才培养进入新里程，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兴起大师工作室的

建设，在 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出大师工作室的打造有利于

推进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并且要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

校企联合、产教融合机制，通过不断完善与提高大师工作

室的运行机制，培养兼有传统技艺和创新人才模式，对于

我国的职业院校发展会带来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

1.2 大师工作室在广西建筑领域的发展

广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有丰富

的民族文化资源，在诸多民族传统技艺、手工艺中国内外

驰名，其中广西中西部地区的“干栏式建筑”作为历史上

沿用至今的传统民居的常见形式，在广西的建筑领域仍然

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并应当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保

留和传承。针对广西建筑的特点以及未来建筑形式发展的

需求，依托大师工作室，结合广西传统建筑以及新型建筑

的发展形势，将地区民族文化与现代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理

念，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在目前职业教育中逐步形成系统

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并逐步完善相关的人才培养标准、课

程体系、课程资源的配套，并不断拓展创新模块，促进地

区民族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文化的传承并与现代新

型工业结合，形成文化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与发展 [4]。

1.3 大师工作室视角下建筑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境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中的建筑专业人才主要还是以劳动密

集型为方向，综合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足。但是建筑专业

技术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不断更新的施工技术，另一方

面是传统技艺需要不断的深挖和研究，因此对于建筑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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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不断提升，确保教师队伍的与时俱进。

创新实质上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与能力融合后实现成

果的突破，创新的进程是螺旋式前进的，因此在进行创新

需求解读的时候，一方面要体现创新的社会价值，另一方

面要从长期发展来看是否营造了“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通过创新与工匠进行的有机融合，最终才能推动产业革新、

民族传承、国家发展的目标。

创新的理念从长期的发展和宏观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独

特的能力、一种敢为人先的理念，它能够在人民追求更大

价值的道路上起到引领作用，化解诸多社会矛盾，通过创

新，可以促进工匠不仅能够保持自己高超的传统技艺，更

能不断推陈出新，引领时代潮流。

2.3 打造工匠精神需求

民族文化之所以经历的漫长岁月仍历久弥新，主要原

因在于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在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背景下，不断打磨工匠精神，守正创新，是我国建筑

领域专业新建筑工匠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

随着现代建筑技术的不断提升，更需要工匠精神的融

合和沉淀，把职业素养、人才培养目标与工匠精神内核进

行深度的提炼。新建筑工匠，不仅是能在大师的带领下掌

握技能本领，更要从大师的身上学到对民族文化的尊重、

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实现“人艺合一”。

无论是工匠精神还是创新型人才培养都需要找到精准

的落点，并通过长时间的规律性培养。工匠精神和创新精

神是在实践中体现的，职业院校作为培养人才重要的“孵

化器”，需大力发展工匠精神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只有

将创新型教育融入具体课程，将工匠精神的理念融入实践

教学，不断塑造培养具备二者能力的专业人才，才能为社

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新生力量。

3、基于大师工作室的民族地区新建筑工匠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构造

对于新建筑工匠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应当结合企业需求、

创新需求以及工匠精神融合需求，定位为掌握专业技能与理

论基础，兼具地方文化积累以及国际视野，具有创新实干精

神，兼有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工匠精神的高级实践性人才。

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定上要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维度来进

行创设。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素质维度，具有正确的政治

思想和优秀的思想道德、文明素养，具有工匠精神内核；知

识维度要掌握自然和血以及社会科学等相关知识，并掌握建

筑技术理论基础；能力维度要能够具有沟通、创新、融合应

用能力，不断突破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3.1 依托数字化传承大师风采 铸造创新建筑工匠

随着我国计算机与互联网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化与

传统工艺的结合领域越来越多。基于大师工作室的打造，

通过将丰富的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建设电子数据库，不

仅可以提高大师技艺的宣传效应，通过可复制、可反复学

习的模式，突破了传统传授方式的局限性，提高了能工巧

匠的宣传覆盖面和知识的反复学习度。

现代职业教育面向的都是当代青年，随着社会的发展

当代青年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且成散状分布，因此对于

完整系统的建筑技艺的教授，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融

合，实现系统化与碎片化有机结合的方式，更生动活泼，

易于接受。

职业教育院校依托数字化手段，可以通过拍摄宣传片、

制作微课、动态模拟等多种方式实现建筑教育，打造丰富

的数字化学习平台，实现良性的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的同时更能够加深学习认知，更深入的了解大师

的“工匠精神”所在，有助于促进培养具有高超工艺水平

又兼具创新能力的复合人才 [6]。

3.2 创新教育融入工匠精神 打造核心价值观

新建筑工匠教育要注重内核打造，其中工匠精神是核

心素养，要将工匠精神与创新教育相结合，打造核心价值观。

基于此，职业院校可以探索多部门联动的方式，例如

结合思政教育、实训技能培养等模式挖掘建筑专业课程中

的工匠精神元素和代表，结合目前建筑领域发展特点，提

炼出典型人物开展宣传，以全面渗透的多元化方式强调素

质教育与创新工匠人才培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价值观教

育中主要培养：

（1）正确的人才观

针对目前整体高校人才培养观念相对落后的现状，要

强化隐形素养的培养，例如职业道德教育、职业精神等。

职业教育开展过程中要注重“以人为本”，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才观，重视政治思想、职业素养等软实力的教育。

（2）增强职业责任感

目前高校内广泛开展了思政教育，并通过思政教育来促

进职业院校学生综合素质、职业素养等能力的提升。在思政

教育中，除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外，

要注重对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的价值体系打造。另外在专业

知识课程中要通过书本知识进行拓展，凝练出更高层次的信

仰追求；在技能培训课程中注重职业责任感的提升，例如重

点培养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等。在实训课程中，通过现场环

境的营造加强学生对岗位职责、安全槽中的重视程度，培养

学生在技能岗位上的吃苦耐劳，认真细致的职业精神，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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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胸怀家国、技艺精湛、专注坚守、创新发展”的新建筑

工匠创新人才奠定重要的职责素养基础。

（3）创新德育工作

通过开展各类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营造工匠精神的

氛围。职业教育院校可以依托国家级、省市级的大师工作

室的卓越大师，打造品牌文化。定期在校内举办各类宣讲、

学习培训活动，营造新建筑工匠学习热潮。利用校园文化

宣传阵地，组织开展各类关于传统营造技艺以及大师事迹、

经历的演讲、宣传工匠精神，讲好建筑故事。另外还可以

借助校内社团、协会等组织优势，“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赛促改、以赛促建”开展与参与专业技能相关的专项赛

事，提升学生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专业知识领域等的技能

掌握和熟练运用水平，例如建筑装配式、建筑工程识图、

BIM 正向一体化等赛事，借此来吸引建筑专业学生参与。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小组协同作业的方式来培养团队协作

精神，促进学生对“新建筑工匠”和“创新”的理解。

3.3 借助大师工作室 校企联合推动建筑产业创新

建筑领域是一项专业水平高，技能复杂的行业，在人

才培养中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仅凭任何一方的努力都难

以实现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因此学校作为承载建筑专业

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要不断延伸大师工作室的传帮带效

应，让建筑行业的人能够接触到传统营造工艺，并能够充

分认知和培养民族自信，另外也需要与企业的联合协作，

让专业人才能够有发挥才干的机会。因此各类职业院校要

充分认知校企联合的重要性，并结合行业前沿、传统工艺

不断开拓创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对接，打

造符合社会需求、市场需求的建筑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借

助大师工作室的产教融合优势，实现建筑新工匠培养的可

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大师工作师与相关企业加强合作，打造建筑

品牌，在市场上打造差异化的建筑产品，赋予更多的人文

价值，体现新时代建筑产品更高的艺术品味以及在民族文

化的代表性，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在市场的口碑，产生更

大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人才输送，使大师工

作室的新建筑工匠有更广阔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空间。

大师工作室还承担有研发的功能，因此也要充分发挥

研发创新优势，例如目前我国大力推行装配式建筑，如何

将新型施工技术与传统民族建筑营造法式相结合，打造“新

技术 + 民族文化”的新型建筑模式，是今后值得深入探讨

研究的热点领域；另如 BIM 技术在建筑领域中发挥的信

息化的引领优势，如何协助古建筑修复等方面，也将是今

后新建筑工匠需要研讨的新兴议题。

结语：

大师工作室的创立为广西地区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助

力，在建筑领域新建筑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大，依托于大师

工作室的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对“工匠精神”的融入，另

一方面要增强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并充分调动学校、政府、

企业等多方资源共同参与，保证广西地区的新建筑工匠创

新人才的供给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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