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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设计专业是一门对学生工程技术和艺术素养要求比较高的综合性学科。工匠精神是传统

的匠人精神,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对建筑行业尤为重要。建筑行业文化体现着对社会与市

场的诚信态度,体现着中国建筑工匠专注与坚守的气质,体现着现代建筑人与时俱进、追求完美的品德。

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建筑设计专业中的工匠精神内涵以及现代建筑业发展工匠精神的主要方式,对工匠

精神在建筑设计专业的渗入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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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chitectural design major i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that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relatively high 

engineering skills and artistic literacy. Craftsman spirit is the traditional craftsman spirit, a kind of culture, a 

spiritual pursuit,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ul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mbodies the attitude of honesty to th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the dedication and perseverance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craftsmen, and the character of modern architects to advance with the times and pursue 

perfe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specialty and the main ways of developing the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infiltration strategy of the craftsman spirit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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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专业是为培养建筑人才

的重要途径,工匠精神渗透广义上是为

所有技能人才共有的工匠精神渗透,针

对建筑设计专业特有工匠精神的渗透,

主要是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明确现代

建筑业发展工匠精神的主要方式,并提

出具体的培育途径。因此为了提升建筑

设计专业教学水平,以下就工匠精神在

建筑设计专业的渗入策略进行了探讨

分析。 

1 建筑设计专业中的工匠精神

内涵 

依据国际建筑师协会在《关于建筑

实践中职业主义的推荐国际标准》中的

相关论述,建筑设计专业中的工匠精神

内涵主要包括：第一、专业性,指被聘完

成职业任务时,具备完成服务的系统知

识、才能和理论；第二、独立性,坚持以

知识为基础的专业判断,不受任何私利

的支配；第三、公正性,具有无私奉献精

神,有责任为其业主服务；第四、责任性,

意识到其工作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

只承接在专业技术领域中受过教育、培

训和有经验的职业服务工作。 

2 现代建筑业发展工匠精神的

主要方式 

2.1管理求精 

建筑业发展工匠精神需要正确树立

新的发展理念,把鲁班文化贯穿于企业

文化之中；树立精益求精的全局性观念,

实现以最短的工期、最少的资源消耗,

保证工程最好的品质。在项目管理过程

中,企业要在建筑产品的所有部位、在建

筑队伍的所有岗位提倡工匠精神,将鲁

班文化渗透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

长期地宣传和坚守,重视细节、追求卓

越。项目管理人员需要拥有清晰的管理

思路,互相帮衬,与业主、监理、施工、设

计等单位有密切的合作与交流,体现利

益共同体意识。 

2.2生产求柔 

在我国现阶段的建筑业进行柔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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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重视以人为本,

满足不同经济条件、审美品味的客户需

求。建筑企业需要做好市场调研,综合考

虑项目面向的顾客人群,针对不同的人

群设计不同的建造风格。利用装配式、

模块化建筑技术,采用乐高玩具搭接方

式,所有构件在工厂预制完成,运到施工

现场进行组装,预制构件运到施工现场

后,进行混凝土的搭接和浇筑,保证拼装

房的安全性；将填充墙墙体设计建造为

可移动式,让客户可自由变换空间,满足

人们的空间需求；室内装修可采用宜家

家居多样化、个性化家具,设计不同室内

装修色调、风格。柔性生产、个性定制

需要将建筑设计、室内装修、室外环境

等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建造精品工程

满足客户需求。 

2.3技术求专 

建筑业中有诸多工种,专职工作需

要专业技工负责。建筑产业化工人是实

现建筑工业化必不可少的部分,建筑企

业需要开展岗位操作技能培训考核,严

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从已经取得岗位

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中录用职工,调

动员工参与考核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提

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行业的素质

和社会信誉。专业技工需要精通既有专

业知识,熟悉国家准则和行业规范,专注

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坚守信念,忠诚履职,

增强创新意识,潜心钻研专业技能,学习

新技术,保持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高度

敏感,在学知识和技术的同时改进工作

方法,找出各种知识和专业技术之间的

联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 

3 工匠精神在建筑设计专业的

渗入策略 

3.1充分做好调研工作,明确工匠

定位 

当前部分学校建筑设计专业缺乏

系统收集行业需求信息的有效机制,院

校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互为信息孤

岛,既有调研机制因落实时缺乏整体合

作动机,企业配合度不高。建筑设计专

业采用了落地性更强的“若干合作企业

负责人为主+学生反馈为辅”调研模式。

针对企业负责人,由院校教师灵活采用

电话沟通、书面问卷和核对大纲等形式

调研,调研侧重：第一、学生工作评价,

询问毕业生工作范围、技能优势短板；

第二、课程合理性评价,调研课程的重

要性、前后关系及学时合理性；第三、

行业发展趋势评价,了解新技术在企业

应用情况、前景及能力需求。学生评价

则针对已就业学生,询问工作现状、晋

升方式、继续教育需求。结合调研结果,

企业主要反馈了以下内容：第一、能力。

场地和造型能力欠缺,规范熟悉度、绘

图准确性不够,图纸识图能力欠缺,设

计能力不足但其他技能优势未凸显。第

二、课程。缺乏实践项目和职业常识教

育,需加强“计算机表现技法”“场地设

计”课程,删减“美术”“CAD”课程学

时。第三、新趋势。BIM技术应用受阻

但前景可观,建议了解,VR技术可使高

职学生具备核心竞争力。针对反馈意见,

教研室针对性地调整了建筑设计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3.2优化工匠条件与提升师资水平 

重视校企合作的教育方式,打造校

企双基地平台,最大化还原工作岗位环

境,校企师资互聘及教师入企提升了师

资实践水平,为实施言传身教、实践考

核提供了条件保障。建筑设计专业与某

公司开展合作,签订现代学徒制合作协

议,设立“订单班”,打造“校内虚拟现

实梦工厂+校外企业实训基地”的校企

双基地。参考TAFE校内基地建设模式,

将讲授空间、绘图空间、汇报空间合并

设置,便于各教学环节切换,校内基地

软硬件设施标准由校企共同商定,不同

工位软硬件配置对接建筑设计院标准,

配备3D眼镜、手柄等虚拟现实设计工具,

确保满足教学企业双标准。校外企业基

地主要承接“订单班”学生寒暑假实习

与顶岗实习。双基地师资实现了校企互

聘,“虚拟现实设计技术”及部分实训

课程由企业导师教学,学校教师则定期

入企参与建筑设计实践,实现双师互培

互聘。学生实践考核由企业导师与校

内教师一起承担,在缺乏第三方评价

的环境下,最大化保证教学效果评估

的客观性。 

3.3合理开展证书培训工作 

建筑设计专业的匠人技能学习需要

跟随行业动向不断精进,精进的两个关

键因素是建立上升通道与养成从业兴

趣。目前,国家资历框架待完善、技能上

升通道不畅,是困扰技能人才提升的主

要障碍。在建筑设计专业,以获得职业技

能证书为载体,引导学生进入技能提升

通道。在国家推行“学分银行”和“1+X”

证书制度背景下,依托学院成为首批

“1+X”证书制度(建筑信息模型领域)

试点院校,建筑设计专业率先开展BIM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与课证融通探索,

首届考试通过率初级证书为70%,中级为

73.17%,高于学院平均水平,并借助国

家对证书前景的宣传,学生代表参与颁

奖活动,调动了技能人才的考证与提升

的积极性。除BIM技能等级证书,目前与

建筑设计相关证书还有“识图与构

造”,X证书范围的拓展,将丰富学生成

长的个性化选择。此外,在“职业建筑

师教育”课程中,将该专业在校期间可

考取的BIM初级证书、BIM中级证书、施

工员证,与毕业后可考取的注册建筑

师、注册建造师、BIM高级证书、注册

规划师等证书要求与课程大纲进行了

对应,使学生对考证提升的各渠道做到

提前准备,但考证只是培养匠才终生精

进的第一步,要养成终生学习习惯还需

提升技能成就感。 

3.4不断推进课程改革,渗透匠心教

育工作 

匠心教育的缺失在企业需求调研时

已显现,除在设计实践课程中加强匠心

引导外,在保证课程学时整体平衡前提

下,将匠心教育融入在“职业建筑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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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中外建筑史”的教学大纲中。

“职业建筑师教育”侧重学生匠心塑造,

通过具有争议的情境案例讨论,对建筑

师从业常识、职业道德、社会使命和权

利义务进行讲解,传授在利益灰色地带

如何坚持专业独立性、责任心的具体做

法；同时立足高职学生起点,明确自身竞

争长处与短板,客观讲授本职业发展前

景,降低学生毕业前期预期,但提高对技

能持续提升后的期待,传达潜心修技终

有所成的理念。相比笼统的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职业教育课程更具针对性和现

实意义。同时在“中外建筑史”课程中

强化“大国工匠”案例教学,选取历史上

的大匠进行思政入课教育,传承古代工

匠精神内涵。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匠精神是有信仰的踏

实和认真,工匠精神需要人们树立对工

作执着热爱的态度,对所做的工作、所生

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在建筑

业发展工匠精神,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

重视其在建筑设计专业的渗入,从而为

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的

人才,同时能够有效提升建筑设计专业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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