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高校“中国系列”思政课选修课品牌课程案例》

匠心中国

课程概述

《匠心中国》思政选修课通过学生网上“秒杀”自主选课，

组成正常教学班级，由 2 学分 32 课时构成。课程组精选行业专

家大师，通过专题报告小时给学生讲解最前沿的科技成就和创新

创业的技能理念，开拓了学生视野，增强了高职学生的自信心，

助力他们更好地成长成才。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匠心”的内涵，认同“工匠精神”

的时代价值。跟随劳模和行业大师进入科技前沿，领略技术的魅

力。

2.能力目标：立志做“匠心”青年，做“工匠精神”的传承

者，勤奋学习，爱岗敬业，在学习和工作岗位中践行“工匠精神”。

3.价值目标：让学生直接、间接感受“工匠精神”“劳模精

神”，激发情感共鸣，树立崇高职业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学习。

课程实施

1.教学内容；

《匠心中国》课程分成八个模块，分别是新时代新青年新使

命、工匠精神的内涵与培养、大数据与大学生、走近人工智能、



精工炼就、与大国工匠面对面、听劳模说劳动的价值、创业先锋

谈创业。

2.组织形式；

课程采用“一个中心，多向辐射”的组织形式。一个中心，

是指每个专题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展开课程。多向辐射，是指主讲

结束后，各院系结合主讲精神，将内容发散分解开来，结合本院

系学生需求、特色、资源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通过系

列课程整合校内外育人资源，促进“工匠精神”入眼入耳、入脑

入心，融“匠心”于我心。

3.师资队伍；

学院党委书记、校长领衔授课，邀请校内外、名企相关领域

专家名师、深入解读“工匠精神”，传递“匠心”内涵。邀请劳

模、优秀毕业生言传身教，让学生看到、听到他们对“工匠精神”

的生动诠释。发挥校外专家和校内育人工作队伍的集体智慧，形

成“匠心”培育与弘扬的强大合力。

4.学时学分以及考核方式；

《匠心中国》课程是 2 个学分，共 32 课时。出了考勤，还

有课题互动，课后思考题和学期小论文构成。平时和考试各占

50%。

5.保障条件

《匠心中国》课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建立了《匠心中

国》课程组，由课程负责人、课程顾问、班主任、助教组成。学



校专门给课程交流、教学正常运行和学生实践划拨专门经费，专

款专用。

教学大纲

“匠心中国”系列课程分“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工匠

精神的内涵与培养”、“大数据与大学生”、“走近人工智能”、

“精工炼就”、“与大国工匠面对面”、“听劳模说劳动的价值”、

“创业先锋谈创业”八个专题。

专题一：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

课程目标：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不

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

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

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励

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

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课程版块：1.中国国情、党史，当今国内外形势；2.职业教

育发展历程，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大势；3.学院建设、发展历程

介绍。

主讲人：校党委书记

专题二：工匠精神的内涵与培养

课程目标：教育和引导学生认识、了解“工匠精神”是一种

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



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包

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作为职业技术学院的

学生需要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学校需要培养大学生的工匠精

神。

课程版块：1.工匠精神的内涵；2.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主讲人：校长

专题三：大数据与大学生

课程目标：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科技发达，

信息流通，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大

数据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产物。马云曾指出，未来的时代将不

是 IT 时代，而是 DT 的时代，DT 就是 Data Technology 数据科

技。作为新时代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必须了解和接触大数据，了

解大数据的现状、应用和趋势。

课程版块：1.大数据的现状与应用；2.大数据的趋势；3.

大学生与大数据。

主讲人：大数据领域专家

专题四：走近人工智能

课程目标：2017 年 12 月，人工智能入选“2017 年度中国媒

体十大流行语”。2017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那么



人工智能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对经济

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新时代的大学生应该了解。

课程版块：1.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2.人工智能对自然科学、

经济、社会的影响。

主讲人：人工智能领域专家。

专题五：精工炼就

课程目标：用身边生动的案例引导学生把理想落实到行动

中，将理论知识与职业实践相结合，做到“知行合一”。发挥同

伴的榜样力量，鼓励学生以“匠心”治学，将知识与技能完美融

合，出色完成学业。

课程版块：1.对话技能大赛获奖学生，了解身边的榜样；2.

优秀毕业生谈“菜鸟”何以成为优秀职业人。

主讲人：全国、上海市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优

秀毕业生。

专题六：与大国工匠面对面

课程目标：大国工匠是一些平凡劳动者取得不平凡成绩的成

功典范，他们没有进名牌大学、拿耀眼文凭，而是默默坚守，孜

孜以求，在普通岗位上，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最终脱颖

而出，跻身“国宝级”技工行列，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高职院校的学生尤其需要了解这些宝贵的品质，让学生感受“匠

心”，理解“匠心”，内化“工匠精神”，立志做新时代的“匠

心”青年，将“工匠精神”发扬光大，世代传承。



课程版块：大国工匠谈“匠”心。

主讲人：大国工匠或观看大国工匠电视片

专题七：听劳模说劳动的价值

课程目标：在共和国的光辉历史上，各条战线涌现出成千上

万的先进模范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始终走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前线，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劳动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

年 9 月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

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劳动者和可靠接班人。他们需要理解劳动的

内涵与价值。

课程版块：1、劳模是怎么炼成的；2、新时代劳动的价值

主讲人：劳模（上海市挂牌的劳模工作室）

专题八：创业先锋谈创业

课程目标：李克强在 2014 年 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

要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

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此后，他在各

种场合中频频阐释这一关键词，希望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

基因。2018 年 9 月 18 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

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以成功案例教育和引导高

职院校大学生理解创业精神，了解创业环境，将来投入创业大军。



课程版块：1、从创业历程理解创业精神；2、新时代创业环

境。

主讲人：成功创业人士；创业咨询师。

教学成效

《匠心中国》思政选修课至今已经开了四轮，有近 1000 名

学生受益，外地学校专门来学习观摩，成为学校对外交流一张名

片。课程开设情况多次在“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联盟”网站报道。《匠心中国》课程组也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典

型案例一等奖。学生称之为“金课”“网红课”，有的学生在选

课时提前两个小时守着电脑，等着选课时间开始，最终 180 个名

额数秒就被抢空。学生在匠心中国课程群里进行了热烈讨论，以

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匠心中国》课让我重新认识了什

么是工匠精神，学会了做事时要有恒心、细心、虚心和耐心。”

“通过这门课，使我收获颇多，让我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多的了

解，更让我懂得了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只有踏实做事，坚持初心，

才能修得匠心，做得匠人。”“这门课让我明白，作为新时代大

学生的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努力不去创新，那就永远都只是一个

时代中微小的尘埃。我们应当去努力，去奋斗，才能够为我们自

己，也为我们的国家拼搏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执笔：茌良计）





《匠心中国》思政选修课

教学大纲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匠心”即心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体现了一个劳动者对本职的由衷

热爱和对品质的执着虔敬。上个世纪初叶，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以“金的人

格，铁的纪律”为治校原则，对于劳动者而言，“金的人格”与“工匠精神”的

内核是高度一致的。现如今，“手工制作”成为了质量上乘的代名词，人们所在

意的已经不再是浮夸的外在，而是固着在产品内在的拳拳“匠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培育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具备传承

“工匠精神”的天然优势，传承“匠心”是人才培养的题中应有之义。上海电子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倾力开设“匠心中国”系列课程，

努力将“尚德修能·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将“匠心”

培育融于校园生活点滴。

一、指导思想

“匠心中国”系列课程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以理想信念

教育为核心，通过介绍国内外发展大势、古往今来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及当前

行业理论与技术的新发展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培养学生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公民人

格，成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

二、课程目标



（一）认知目标

让学生了解“匠心”的内涵，认同“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

（二）情感目标

让学生直接、间接感受“工匠精神”，激发情感共鸣，树立崇高职业理想。

（三）行为目标

立志做“匠心”青年，做“工匠精神”的传承者，勤奋学习，爱岗敬业，在

学习和工作岗位中践行“工匠精神”。

三、课程安排

我校开设了两年“匠心中国”系列课程。

2018 年分“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工匠精神的内涵与培养”、“大数据与

大学生”、“走近人工智能”、“精工炼就”、“与大国工匠面对面”、“听劳模说劳动

的价值”、“创业先锋谈创业”八个专题。

2017 年分“匠心中国”系列课程分“黄金时代”、“成长领航”、“匠心传承”、

“精工炼就”四个专题，由宏观至微观，分别讲述国情国史、国内外发展大势、

行业产业发展趋势、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素养培育等。

四、课程组织形式

课程采用“一个中心，多向辐射”的组织形式。一个中心，是指每个专题

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展开课程。多向辐射，是指主讲结束后，各院系结合主讲精

神，将内容发散分解开来，结合本院系学生需求、特色、资源等，开展多种形

式的教育活动。通过系列课程整合校内外育人资源，促进“工匠精神”入眼入

耳、入脑入心，融“匠心”于我心。



五、师资力量

学院党委书记、校长领衔授课，邀请校内外、名企相关领域专家名师、深入

解读“工匠精神”，传递“匠心”内涵。邀请劳模、优秀毕业生言传身教，让学

生看到、听到他们对“工匠精神”的生动诠释。发挥校外专家和校内育人工作队

伍的集体智慧，形成“匠心”培育与弘扬的强大合力。

2018 年下“匠心中国”思政选修课教学计划安排表

序

号
日期 时间 主题/内容 报告人 单位/职务 教室

1
12月 11

日

5:30 —

7:30

走进新时代 工匠精神

的传承与创新
吴文巍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国电信资深首席
C108

2
12月 13

日

5:30 —

7:30

学习劳模精神，做新时

代能工巧匠
刘文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劳模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C108

3
12月 18

日

5:30 —

7:30

人工智能的现状和为来

发展趋势
高成艳 上海乾享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C108

4
12月 20

日

5:30 —

7:30

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

需要高技能人才
翁伟樑 上海航天局长征四号乙/丙运载火箭总指挥 C108

5
12月 25

日

5:30 —

7:30
大学生如何创业 董恩海

上海非凡学院执行院长

创业导师
C108

6
12月 27

日

5:30 —

7:30

修得匠心 做得匠人—

—传承精神 精湛技艺

报效祖国

杨秀英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 C108

7 1月3日
5:30 —

7:30

大数据时代，我们如何

应对
胡国胜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C108

8 1月8日
5:30 —

7:3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 田钦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C108

2019 年 5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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