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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育是职业教育，明确的就业方向，鲜 明

的“职业性”特征，致使许多高职院校把培养

学 生 技 能 当 做 唯 一 目 标， 忽 略 了 学 生 的 综 合 素

质，文化建设成为学校发展的“软肋”。 有人说，如

果抽掉了高职院校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高职

院校还剩下什么？ 是高级技工培训班吗？ 示范性

高职院校要做发展的示范、改革的示范，“文化育

人”必将成为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

一、示范性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内涵

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许多方面：

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诸多

层面。 作为示范性高职院校，必须对文化建设进

行总体的规划、系统的设计、严密的组织，协调规

划，有 机 整 合，促 进 文 化 建 设 与 办 学 目 标 的 协 调

发展，从而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

1．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是在长期教育实践过程中积淀的，

并为全体师生员工所认同和遵循的文化传统、价

值观念、道德情感、人生态度和办学理念等，具体

表现为学院精神、校风、教风、学风、校园标志、校

歌等。 精神文化是示范性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核

心 和 灵 魂，也 是 文 化 建 设 的 最 高 层 次，是 一 所 学

校本质、个性、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是展示学校

独 特 形 象、凝 聚 学 校 成 员 心 志、推 动 学 校 创 造 性

发展的巨大能源，更是学校科学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 “示范性高职院校应把精神文明建设放

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基于市场经济的条件对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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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探讨, 提炼出

高职院校精神。 ”

制度文化是学校存在和发展的规范与规则，

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一系列权利、义务和责任的

综合，也是学校办学思想和管理理念、管理体制、

管理模式的集中表现，反映和体现着学校文化的

发展水平。 制度文化是示范性高职文化建设的保

障。 制度建设必须弘扬人文精神，坚持以人为本，

科 学 规 范，合 理 可 行，实 现 刚 性 的 制 度 管 理 与 柔

性的文化管理相结合， 使制度闪耀人文的光辉。

一方面，坚持依法治校，从严治理，用规章制度去

约束人、规范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更需要以德治

校，强 调 情 感、信 念、价 值 观 的 培 育，凝 聚 发 展 共

识，激发师生内在驱动力，使师生在心情舒畅、民

主自由、 尊重个性的环境中大胆创新和创造，从

而圆满实现示范性高职建设目标。

2.行为文化与物质文化

行为文化，主要是指师生员工在教学、科研、

学 术 交 流、生 活 娱 乐 等 活 动 中 产 生 的 文 化，包 括

办 学 特 色、活 动 宣 传、文 体 活 动 中 产 生 的 文 化 现

象，是办学理念、精神状态的动态体现，也是精神

文 化 和 价 值 观 念 的 生 动 折 射，是 学 校 历 史、文 化

积淀在一定阶段的显露。 行为文化作为学校文化

的“动 态”部 分，是 需 要 精 心 设 计 和 大 力 塑 造 的，

大到教师的教风、干部的作风、学生的学风，小到

师生员工的精神状态、文明举止、行为习惯等，都

需要通过建设来实现。 可以说，学校所有的文化

都是由人和人的行为建构的，无论深厚的精神文

化 还 是 健 全 的 制 度 文 化， 最 终 都 内 化 为 人 的 行

为， 而所有的人和行为都在构建学校的文化，即

行 为 文 化，其 生 成 与 建 构 的 过 程，也 就 是 示 范 性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过程。 成功的学校行为文化

建设可以有效推动学校事业的发展，成为示范性

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关键。

物质文化也可称为环境文化，主要指以环境

为载体所形成的学校文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包括

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部分。 一方面，物质文化

为 师 生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以 及 学 校 的 发 展 提 供 物 质

条 件；另 一 方 面，是 以 物 质 作 载 体 来 外 显 学 校 精

神 文 化，传 递 学 校 的 思 想 规 范 和 价 值，在 物 质 层

面上建构深具人文气息的教育环境。 学校的地理

环境、规划布局、建筑设施、人文景观（如文化墙、

文 化 走 廊 、名 人 雕 塑 、诗 文 碑 、读 书 角 、升 旗 台

等），乃至校徽、校旗、校服、门牌、楼宇标志、路灯

路标、信封、信笺、标语口号，等等，都浸透着学校

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 传达出学校的品味、追

求和价值，时时起着熏陶、感染、激励和教育人的

作用。 有人说，“对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

周围的环境”。 学校的校容校貌，表现出一所学校

整体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具有强大引导功能的教

育资源。 完善的设施、合理的布局、别具特色的建

筑和场所，使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有助于陶冶

情 操，塑 造 心 灵，激 发 开 拓 进 取 精 神，约 束 行 为，

促进师生身心健康发展。 因此，物质文化是示范

性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二、示范性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特色

1．引进优秀的企业、行业文化

高 职 教 育 是 为 企 业 输 送 应 用 性 高 技 能 人 才

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高职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到

企业去发挥作用。 但在实际的就业过程中，出现

了 一 些 企 业 需 要 和 学 生 实 际 表 现 上 的 矛 盾 或 偏

差，企业的需要与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不合拍的现

象。 企业对于学生的认可，看重的是基本的职业

素质和对于企业的认同感，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

素 质 是 重 要 的，但 不 是 第 一 位 的，技 术 技 能 素 质

不行可以通过训练较快提高，而职业素质养成和

职业道德的修养不是短时期可以实现的。 这就需

要 在 高 职 院 校 的 文 化 建 设 中 引 进 相 关 的 企 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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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 现“教 育 前 移”和“教 育 补 程”，引 入 企 业 文

化 元 素，采 用 职 业 情 景 体 验 方 式，培 养 学 生 的 职

业认同和价值认同，通过“学工交替”、“订单式培

养”、“项目化教学”等模式，实施高职教育文化和

企业文化的有效对接，实现企业文化和高职校园

文化的互融与拓展，从而使培养的人才在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上更符合企业的需求。 使学生在学

校 就 学 期 间 通 过 教 育、熏 陶 和 训 练，就 能 够 基 本

实现企业所要求的员工基本素质、团队意识和职

业品格的标准和要求，在专业技能学习实践的同

时，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职业能力、职业道德。

2．吸收先进的区域地方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以其不可替

代的地域优势和近距离的“亲和力”，为高职院校

提供了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质教育资源，其深厚

的 历 史 积 淀 和 鲜 明 的 地 域 特 色 为 示 范 性 高 职 院

校文化建设构筑了坚实的人文根基。 特别是区域

内、地方上独特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成

为孕育示范性高职文化建设独特个性的土壤。 一

方面， 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和质量提升，

离不开区域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区

域文化优势又最直接、最有效地影响着示范性高

职文化的走向和建设。

示 范 性 高 职 院 校 要 构 建 富 有 特 色 的 高 职 文

化，就必须挖掘利用那些凝聚地域精神的历史遗

迹、文物、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和杰

出人物等教育资源，贴近生活，贴近教育对象，贴

近实际，强化全校师生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师

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增强文化建设的内涵，提

高教育效果。

3．构建有影响、有特色的职业文化

高职教育的核心特征 是 职 业 性，高 职 文 化 也

应 突 显 职 业 特 色， 以 职 业 素 养 作 为 人 才 培 养 的

核 心。 其 人 才 培 养 的 模 式 是 校 企 合 作， 工 学 结

合， 其 办 学 理 念 是 以 服 务 为 宗 旨、 以 就 业 为 导

向， 课 程 体 系 的 构 建 上 是 以 真 实 工 作 过 程 为 前

提 的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或 职 业 技 能 课 程 体 系， 更 强

调 学 生 实 践 操 作 能 力 的 培 养，“职 业” 的 特 色 鲜

明。 作 为 示 范 性 高 职 院 校，在 打 造 有 影 响、有 特

色 的 高 职 文 化 时，一 方 面 要 融 合、吸 收 行 业 企 业

优 秀 文 化 资 源 与 成 果；另 一 方 面，又 以 企 业 文 化

和 人 才 培 养 的 要 求 引 领 着 自 身 的 文 化 建 设，“以

企 业 文 化 引 领 学 生 职 业 生 涯 规 划、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职 业 道 德 教 育 、职 业 素 质 发 展 ，增 进 学 生 对

职 业 人 身 份 的 认 知 与 认 同”，多 方 面 提 高 学 生 职

业 知 识 、职 业 素 质 、职 业 能 力 ，实 现 学 生 与 岗 位

的零距离对接。

作 为 专 业 技 能 性 人 才， 还 必 须 加 强 职 业 价

值、职业理念的教育。 梁启超先生曾说：“我确信

‘敬业乐业’ 四个字， 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 ”客观地说，许

多高职院校的学生， 对职业的选择都是被动的，

而他们对待职业的态度和信念，往往成为将来成

功的关键。 对自己职业身份由认知到认同，养成

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真正做到敬业与乐

业，必须通过系统的职业文化教育，通过“职业本

位 的 专 业 文 化、企 业 仿 真 的 实 训 文 化、就 业 导 向

的质量文化”的熏陶培养，方能奏效。

参考文献:

[1]孙支南 .论示范性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

建设[J].教育与职业，2009,(2).

[2]张海峰 .示范性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理 性

思考[J].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3]王 纪 安 ,王 辉 ,白 树 新 .高 职 院 校 文 化 建 设

探究[J].教育与职业，2010,(3).

[4]李 时 雨 ,徐 健 ,邵 云 雁 .高 职 院 校 文 化 个 性

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09，(1).

责任编辑：张 现

—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