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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敬业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理性积淀，强调成德立业，要求人生当德行高洁，事业有成。

在现实中，敬业精神相对缺乏，导致职业出现危机。本文将从“职业情感、职业信仰以及职业理想”三个

纬度对如何培育学生的敬业精神进行相关探讨，阐明未来的职业人只有具备敬业精神，才能成就自我的事

业，创设自我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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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者，同时必须注重职业道德。黄炎培主张的职业教育道德规范为

“敬业乐群”，所谓“敬业”，指“对所习之职业具有嗜好心，所会之事业具有责任心”。即，

敬重其所从事的职业，充分理解其社会价值的社会意义，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所谓“乐群”，

指“具优美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那么何谓敬业精神呢？敬业精神是指人们对待自己

所从事的职业的崇敬和虔诚，有着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职业严肃认真，勤勉努力的一

种境界。这是一种自觉精神、实干精神，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代的敬业精

神，主要包括职业道德、伦理观念、社会责任感和乐业精神等方面的内容。

在现实中，人们的敬业精神却相对缺乏，不少人本着“作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观念 ，

缺乏理想、抱负，没有为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心中彷徨、迷茫、空虚，导致身心疲惫，情

绪低落，以至于工作效率低下，职业出现危机。因此，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对学生敬

业精神的培育，使他们敬业爱岗、乐于奉献、为群服务。那么，怎样培育敬业精神呢？本文

将从以下三个纬度对其进行相关探讨。

一、职业情感

所谓职业情感，是指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具有的稳定的态度和体验；是指对职业

的真诚热爱,对工作极端热情,极端负责,对事业具有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是指人们对所从事

的职业的愉悦的情绪体验，包括职业荣誉感和职业幸福感。有强烈职业情感的人,能够从内

心产生一种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需求意识和深刻理解 ,因而无限热爱自己的职业和岗位。

“爱业”是敬业的前提，是敬业的原动力，是职业情感的核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个人只有深深地热爱自己的事业，才能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荣

誉感和幸福感，才能把工作看得比金钱、地位甚至比生命更重要。敬业首先要“爱”业，爱

业是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列宁说过，如果没有情感，就永远不会有对真理的追

求。所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这个道理。科学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

下，劳动质量的优劣，工作效率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是从业者的态度。从事任何职业都需

要对本职业的热爱和忠诚。要具备这种职业情感，首先就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职业在整个社

会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习和了解自己专业工作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途，也就是说，通

过充分了解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社会意义，了解它的崇高、美好，了解对自己发展的价值，从

而激发责任心和事业心，产生从业的幸福感和荣誉感，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职业工作的



兴趣和爱好，形成对自己事业深厚的情感，这是激励人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

原动力。

“乐业”，就是要将职业当作乐生之道而非谋生之道，这是敬业精神的审美之境。培养

进取意识。因为敬业需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忘我奋斗，真诚奉献”，“业精于勤，荒于

嬉 。”汤因比曾认为，文明的进步，来自于对困境所提出挑战的应对，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

神实现对困境的超越，始终保持乐观的人生境界。“守业”，是指要有危机意识。《易经》中

的“否极泰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的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老子的，飘

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无不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启示。所以，

在社会急剧变化，职业岗位变动剧烈的时代，在职业情感教育中，变通的情感积淀是必不可

少的，使学生树立危机意识，积极充实自我，准备时刻应对现实的挑战，从容地面对人生之

路上的沟沟坎坎，创设自我辉煌的职业人生。

古人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见贤思齐，是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发挥榜样的

作用，从而达到，一花引得百花开的境界，人们常说，“学校无小事，处处是教育；教师无

小节，处处是楷模”。职业教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情感熏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罗曼·罗

兰曾经说过，要把阳光散布到别人心里去，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孔子说过，“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一》）叶圣陶认为，“身教最可贵，行知

不可分。”所以，职业学校的教师要想教育学生要有职业道德、要有敬业精神，自己首先要

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敬业精神，同时，也要强化学生自我情感教育，让其深入自然、

深入社会、深入生活，通过体悟不断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培育出具有

浓厚职业情感的、新的一代职业人。

未来的职业人只有心怀他人、心怀社会、心怀世界，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行，非礼勿

言，非礼勿取，举意端正，动机善良，利己利人，达人达己，才能闯过无数的暗礁、险滩和

惊涛骇浪，去超越自我，去实现自我，去构建自我幸福完美的人生。

二、职业信仰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或思想、主义极度推崇和信服并把它奉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

为准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职业信仰是指人们对职业的推崇和信服并把它奉为自

己的精神寄托和永恒追求的一种精神活动。职业信仰关系着个人的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精神

世界是否丰满。当前社会，人们缺乏职业信仰，陷入信仰危机，使个人无追求，工作无活力 ，

导致个人的颓废，事业的荒废，人生的虚度。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中曾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为人类服

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的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

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和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不显

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1]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因此，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应该加强对学生职业信仰的教育，使其执着于自我生

命价值的追寻，以建构自我完满的人生。

首先，要使未来的职业人坚定信念。为了实现志向，为了实现理想，而执着追求。关于

忠于自己的信仰，古人有颇多论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

罕》）还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为崇高人格的表现。陶行知先生认为，

“海可枯而吾之志不可枯，石可烂而吾之志不可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

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些都体现了陶先生坚定的职业信仰。所以，职业院校必须教育

学生，“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自己的事，自己干。”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才能达到自我精神世界的丰满。

其次，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信仰需要意志来维持。因为，任何理想的实现都决不会一

帆风顺，对此古人也有精辟的论述。荀子的：“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劝学》）苏轼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因此 ，

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应该用，如《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及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

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古代光辉思想来熏陶未来的职业人，使他们明白职业过程不

是一帆风顺的，人必定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所以，教育职业学校的学生，要用“水小长流 ，

则能穿石”的敬业精神，要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敬业精神，来守候未来的职业，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人。

再次，“忠勤”，敬业观的核心内容。“忠”指的是对所从事事业的忠诚无私、崇敬热爱。

《论语》记载的：“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忠经》里讲的：

“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地神明章》）和朱熹的“竭尽自己之心”，（《朱子语类》卷

二十一）说的都是要求对自己所服务的对象真心诚意、尽心竭力，所体现的是一种内在的道

德理性的自觉；与忠紧密联系的是勤，忠只有靠勤去补充落实才不致落空。“勤”是指勤勉

奋发、尽职尽责，以求业务上更加精熟，即所谓“业精于勤”，“勤则不匮”体现的是外在的

道德行为的践履。忠勤的高度统一构成了古代敬业精神的最高境界。尤其在涉及到国家、社

会、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最后，弘毅。弘乃能胜得重任，毅便是担得远去。意思就是人们不仅应该勇挑事业的重

担，且要把这副重担挑到底这个道理，即，自强是一个永不止息的过程。要发扬“自我牺牲 、

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等价值观念，逐渐形成求实、创新、拼搏、自立、争先等

可贵的敬业精神。抛弃比如：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斤斤计较、个人利益至上、坑蒙拐骗、

拜金主义等等。

观念的东西可以转化为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动力。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必须使

学生树立坚定的职业信仰，使其达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2]这一至高的人生境界。从而利于未来的职

业人战胜职业活动中的任何艰难险阻，以开辟广阔的人生空间。

三、职业理想

理想是人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职业是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工作。职业理想是人对某种职业的向往和追求，是求职者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工作取向 。

在现实中，职业人缺乏职业理想，缺乏工作动力，心中无大志、无追求、无抱负，导致工作

效率低下，个人精神委靡，影响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因此，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必须加强对

学生职业理想的塑造。使职业学校的学生成为一个有理想成功的人，有理想创见的人，有理

想追求智慧的人，有理想拥有真诚友谊的人，有理想拥有爱与关怀的人，有理想拥有青春永

驻的人，敬业精神永恒是一条捷径，热爱自己的事业就会永远乐在其中。

仅仅把人生视为生存过程的人，实质上是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必然是一

个悲观主义者。生者总愿长生不老，然而却不得不一步步走向死亡，这种生之渴望与死的对

抗必然点燃内心的痛苦。在不少后现代学者看来，这就是人类的悲剧处境。生命之悲使现代

人领悟到自己只是这个世界中的“随时生人”。相反，有职业理想的乐业者，将个人与社会

相衔接，使短暂延展为永恒，把创业之苦转化为审美之乐，那将是另一种生活状态。这样的

乐业者不仅是自己命运的强者，也是社会的强者。陶行知先生认为，“人生天地间，各自有



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体现

了陶先生崇高的人生理想境界，没有理想的人，是空洞的人，缺乏动力，缺乏希望。所谓“分

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与德

业、事业联系起来，“立德”、“立功”、“立言”，即，在德、功、言等方面对社会群体有所贡

献，生命才有意义，自身的价值才会得到真正的体现。所以，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必须注重学

生的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价值观，从而为实现自我职业理想而不懈努力。如果失去了职

业理想，便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希望，便失去了一切。职业学校应该开设成功学、创造学、

智慧学等课程；多举办相关讲座、论坛、采风等交流活动；注重校风，班风建设；深入实践

体会国计民生等等，为学生职业理想的塑造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助学生树立远大职业理

想，使其逐渐具有开创美好未来的信心，建功立业的雄心，增进人类富祉的野心。

英国 19 世纪下半叶伟大的道德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认为：“克尽职守乃是我们民族

的一种伟大精神财富，这真是我们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东西。只要这种精神永存，我们这个民

族就不会衰落，我们的未来就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一旦这种精神消失了，减弱了，或者被贪

图享受、自私自利或虚幻的荣耀之心取代了，那么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民族的头上，那我们

这个民族离衰败、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3]所以，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应该树立“敬业”

理念，培育学生敬业精神，以造福自己、造福民族、造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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