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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校企一体背景下民航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发表于中国高等教育（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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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IGHER EDUCATION

◇杨涵涛

文化对于人的品格塑造和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人才培养，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

用中国标准引领“一带一路”国家民航业发展。

校企一体背景下民航工匠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

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是当代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之一。工匠精神培养的链

条包括政策环境、体制机制、工匠文化、实训环境、师

资建设、课程融合、职业素养、典型示范八个方面。 三

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充分发挥企

业办学的优势，打造了校企一体培养民航工匠的新生

态和新模式，总结出了培育民航工匠精神的“三十二

字方针”，即：顶层设计、文化融合、资源整合、双师支

撑、课程融合、模式创新、规范养成、典型示范。

顶层设计，完善工匠培养的体制机制

企业办学，校企自为一体，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完

善体制机制，才能令行畅通，在具有手足关系的企业和

学校间实现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共享与互补，实现校

企双方和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基于此，学校推动集

团成立了 “海航集团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共建工作

委员会”，由集团决策层领导任主任，各产业板块总裁

任委员， 统筹协调集团各成员企业与学校各专业开展

校企共建。 海航集团专门出台了制度性文件———《关于

加快支持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发展的通知》《关于在

集团内选拔优秀人员担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兼职

教师的通知》《关于支持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学生工

作的通知》。 要求各产业集团提供学校发展需要的技术

资料、实训设备，派出技术骨干和技术督导到校兼职；
同时把企业培训中心、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过户到学校，
由学校组织培训工作。 在校企一体背景下，校企共享行

业信息、用人标准、生产标准、技术资料、实训设施，使

得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对接， 人才培养标准与企业用

人需求对接，人才培养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为培养真

正的民航工匠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文化融合，精心构建工匠培养的价值体系

工匠精神、行业精神、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是打造

工匠培养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学校将这四股文化价

值融为一体，打造了工匠精神培养的价值堡垒。

1.凝练民航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思想层面，是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行为层面，是开拓创新、持续专注；
目标层面，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应当包括理想信

念、爱党爱国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九大召

开以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匠精神内涵得

到进一步充实。 民航是关系国家主权、国家形象和人

民生命安全的行业。 2017 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 严谨科学的专业精神、
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是新时

代的民航精神，要求全行业和民航高校弘扬和践行民

航精神。
在工匠精神、民航精神的基础上，学校根据自身

民航工匠人才培养的实践，拓展了民航工匠精神的内

涵：即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严谨科学的专业精神，团

结协作的工作作风， 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三专三

严”的实践品格。 所谓“三专三严”，是指专注、专研、专

业、严谨、严格、严肃。专注是一种态度，全身心投入民

航工作，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专研是一种精神，刻

苦学习和钻研业务，精益求精攻关技术难题；专业是

一种能力，胜任本职工作，具备职业素质，快速解决实

际问题；严谨是一种作风，认真、细致、周密，做好每件

事、每个环节、每个步骤，于细微之处见伟大；严格是

一种要求，提高工作标准，确保工作质量，不松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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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严肃是一种纪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工 作程

序，保障安全，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2.传承优秀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积累

和创造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包括

价值观念、制度文化、执行文化、质量文化等。 这些文

化的形成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和凝练起

来，是企业的灵魂和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

笔宝贵的财富。学校的举办方海航集团，经过 25 年经

营，用“四至”（至诚、至善、至精、至美）和“四大”（大众

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共享）的企业精神，打

造了“两个世界级”，即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品牌，打

造 了 全 球 最 安 全 的 十 大 航 空 公 司 之 一 、 全 球 七 家

SKYTRAX 五星航空公司之一，并积极投身公益教育

慈善事业，成为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受社会尊敬的企

业。 作为企业办学，学校传承着海航集团优秀的企业

文化， 并将其创新性的融入到学校的发展和管理中，
融入到学生的职业素养养成体系中，打造了接近企业

实景的原生态的工匠精神培养的文化土壤。

3.营造独特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发扬和传播“工匠精神”的重要渠道。
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并融入行业特色和职业精神，营造独特的校

园文化。学校建立航空科技馆、航海科技馆，定期开展

科普活动；成立航模协会、电子设计协会、志愿者协会

等学生社团，每学期组织航空协会航模表演、 “校园

航天日活动”等，让学生接受潜移默化的接受职业熏

陶，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全方位多途径的培养学

生工匠精神。

资源整合，建设工匠培养的先进实训环境

校企一体的办学背景，使得校企拥有的各类资源

要素得以高效配置，校企共建了先进的仿真模拟实训

环境，为工匠培养提供了硬件基础。如：学校引入了海

航销售公司，将民航呼叫专线引入校园；引入了海航

飞行训练公司， 将学校打造成航空公司飞行训练中

心；引入了海航汉莎机务维修公司，将学校打造成机

务维修培训中心； 投资 2300 余万元购置乘务模拟仿

真训练设备， 并将学校打造成航空公司乘务培训中

心； 投入 500 余万元购置 147 技能培训专项设备，海

航集团调拨两架运七飞机、 一架多尼尔 328JET 喷气

式飞机，对接真实企业生产环境；投入近百万元建设

民航局航空安全员培训中心等。 通过高效整合、配置

校企资源，建设了真实或高度仿真的实训环境，为工

匠精神的培育和工匠人才的打造奠定了基础。

双师支撑，打造具有匠心情怀的双师队伍

人才培养，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 只有教师具

有工匠精神和匠人能力，才能培育出具有工匠精神的

学生。 因此，学校要从教育理念、实践能力、社会服务

能力、科研创新能力方面提升教师的工匠素质。
在教育理念方面，学校设立产教融合、工匠培养

案例讨论日，每期一个主题，干部与教师共同学习、分

析和讨论案例，以提高理论水平，并从中找到启示和

借鉴；在实践能力方面，实施教师实践假期制度，教师

通过寒暑假及学生带队实习，到企业挂职锻炼，要求

每年不少于 1 个月；在培训能力方面，派出教师进行

培训，获取行业培训资质，如学校教师获得了民航安

全员、民航危险品等培训资质，每年赴各地企业为员

工进行培训；在科研创新能力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和

鼓励力度，同时分别设立教学、科研、创新创业、信息

化四个教研组，充分发挥优秀教师在学习、示范、组织

和研究方面的能力和潜力，通过压力、动力、鼓励和学

习机制提高双师水平；在兼职队伍建设方面，学校专

门设立产业导师，从企业聘请了大批管理和技术骨干

到校指导和任教， 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
为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树立榜样。

课程融合，精准把握工匠人才培养的内容

引入行业标准，精准把握工匠人才的培养方向和

规格。 如学校联合企业共同研究制定了《航空服务专

业顶岗实习标准》《民航运输专业顶岗实习标准》《空

中乘务专业实训教学设施建设标准》等多项国家级教

学标准，贴近企业需求设置培养环节和课程内容。
融入行业企业培训内容，把握工匠培养的针对性

和适应性。 如：校内教学以模拟民航企业一线真实生

产环境为目标， 以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具备的知识、
工具、对象、场景为要素，开发了与企业实际工作流程

对接的实训项目和工作单，实施情景化教学，实现学

生技能与企业要求无缝对接。
建设在线开放资源，突破时空限制，提供工匠培

养的优质资源。如联合海航集团开发建设了集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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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学堂等“互联网＋”在线课程，服务海航集团

内部继续教育和学生学习；校企联合建设了《空乘礼

仪》等在线精品课程，目前全国有两千余人选课学习；
校企联合建设了空中乘务专业教学资源库并入选国

家备选库。
校企联合举办职业技能大赛，打造锻炼职业技能

的综合平台。通过组织、参与职业技能大赛，不仅可以

增强学生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坚忍不拔、
团结合作、锲而不舍、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模式创新，深度探索工匠人才培养的改革路径

学校精准对接行业企业需求，对接生产链、技术

链和创新链，开展了多模式、多层次的产教融合、产教

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生产实践中铸就学生的

工匠精神。
一是开发生产性认知实习项目。依托国家重大政

治活动，开发认知实习项目：学校依托博鳌亚洲论坛、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等国家重大政治

活动，开发认知实习项目，在提高实习学生安全意识、
安检技能的同时，提高实习生的政治水准。 开发凤凰

机场入口安全防爆生产性实习项目：学校承接了海航

旗下的三亚凤凰机场安检防爆任务，并将其开发为生

产性认知实习项目，师生转变角色，上岗实 战，将实

训、实习融入真实的生产过程，提升师生的综合职业

能力。
二是开发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跟岗实习项目。学

校和海航销售合作共建了“星火声园”人才孵化基地，
将海航销售的客服专线接入学校并对外运营，校企双

方共同制定培养、培训方案，共享专业师资，学生可在

校内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完成岗位认知、 岗位实践、跟

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双赢。
三是开发产教一体、认知、跟岗、顶岗一体化综合

实训项目。 在海航的全力支持下，学校自主承接和运

营海航旗下的三亚凤凰机场快捷酒店， 以此为突破

口，建设教学、生产、研发一体化的酒店基地，打造管

理、运营、服务、教学一体化的师资团队。学生的认知、
实训、跟岗、顶岗可在自己的酒店完成，教师转变为经

理，学生转变为员工，彻底转变酒店管理专业传统的

教学模式，实现了产教一体，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

程的无缝对接。
四是开展学徒制试点改革。 学校与海航联合推行

空中乘务现代学徒制。学校投入 2300 万元购置乘务模

拟机，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和验收标准，联合面试，
签订三方学徒培养协议， 实现招生招工一体化，“学生

学徒”双重身份。 学生完成校内培养和培训环节，在学

期间即可带飞实习，毕业即可转正上岗。学校通过自主

培养和校校企合作等模式，每年为海航输送 3000 名乘

务员。酒店管理专业与洲际酒店集团、飞机机电设备维

修与海航汉莎技术培训公司联开展了现代学徒制试点

改革，并被评选为教育部学徒制试点专业。

规范养成，全面提升工匠素养

校企一体背景下，通过引进行业规范、职业规范

和岗位规范，关注学生职业素质的养成、培养学生的

工匠精神显得至关重要。 学校开设了企业文化课程、
职业素养课程，每年新生入学都由海航集团董事局主

席陈峰亲自主讲“新生第一课”，为新生讲述做人做事

的“海航之道”。 学校设立了“启智大讲坛”，定期邀请

社会知名人士、海航下属各产业集团和公司负责人来

校为学生讲授人生经历、传授工作经验。 学校实施早

操制度、工作服制度、整队上课制度，并执行特色民航

体能训练等，促进学生的规范养成。

典型示范，深度传播工匠精神

校企一体背景下，学校形成了浓厚的工匠精神氛

围，良好的工匠培养机制，优越的工匠培养环境，培养

了大批优秀的、 社会知名度较高的民航工匠人才，为

在校学生树立榜样，激励着青年学子们工匠精神的实

践和养成。此外，校企一体的办学背景，使得学校可充

分利用海航世界级航空企业和世界级航空品牌的优

势，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民航职业教育的中国

方案、中国标准，用中国标准引领“一带一路”国家民

航业发展。学校已连续两年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航空安保人员培训班；开设了海航公益慈航奖学金暨

“一带一路”———泰国空乘人才班，吸引了来自泰国玛

希隆大学等泰国知名高等学府的近 200 名学子报名

参加， 最终经过层层选拔共计 30 名泰国优秀学子最

终入围并来学校进修空中乘务专业，用中国标准培养

一批优秀的“外国工匠”。
【作者：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王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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