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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人文关怀和校园文化的关系，分析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人文关怀的现状，指
出人文关怀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于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建设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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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校的扩招，高职院校已然占据了高等教育
的“半壁江山”。职业教育从过去的比规模比资源比
效益到现在的比服务比软件比文化，这是高职院校内
涵式发展的需要，是企业对高素质人才渴求的需要，

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在
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优质的校园文化必须充分
体现人文关怀，方能更好地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

１　校园文化和人文关怀的内涵

１．１　校园文化
就是“以广大师生为主体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

其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学校组织制度、实践活动和
物质形态。”［１］主要包括表层的物质文化（如学校的
教学楼、教学设备、图书馆、人工湖、花草树木等）、中
层的制度文化（校园的各项规章制度等）、深层的精
神文化（教风、学风、全体师生的精神面貌、价值取
向、道德修养等）。校园文化是全体师生创造的一种
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人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

个人意志力、道德情操、礼仪修养等精神层面具有良
好的导向性、激励性、鼓舞性，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师生的言行举止、精神追求、价值取向等。

１．２　人文关怀
就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解读人生

终极意义，建构人的精神家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２］人文关怀包含对人生

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呵护，对人的精神
状态和人性的深切关怀，对人的情感、态度、意志和
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人的基本权利的
尊重和保护，对人格的尊重与重视，一言以蔽之，就
是以人为本，把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全面渗透爱
的教育，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对人实施
终极关怀，使之获得全面的发展。

２　人文关怀和校园文化的关系

王东莉指出，校园文化“应以尊重关心人的需
要，特别是精神需要为基本特点，以不断提升人的精
神品位，丰富人的心灵世界为价值取向，以唤醒人的
主体意识和塑造独立人格为本质特征，以培养人的
伦理情操、完善人的道德境界为核心内容，以建构精
神家园、引导人的终极关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
终目标。”［３］校园文化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
要，而人文关怀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同样是为了人
的全面发展，因此，人文关怀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没有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犹如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学校要处处做到以人为本，对人给与
足够的重视、尊重、温情、帮助，才能构建和谐的校园
文化，实现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３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
的人文关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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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重技能轻人文
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作为工科职业院校，为

了给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学校更多地把工
作重心放在了专业核心课程、顶岗实习上，而对于人
文学科不够重视，人文学科处在一个尴尬的边缘地
位，一再被压缩甚至删减。加之高职生本身人文素
养欠缺，学生普遍认为学好自己的专业，拥有过硬的
专业技能，考取跟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级证
书等，就算完成了大学学业。如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是使得部分学生虽然掌握了一技之长，但人文素
养不足。怀特说“没有人文教育的专业技术教育是
不完备的”［４］，达拉里说：“教育成为制造劳动者的一
台机器，通过教育的塑造，人变成追求物质利益的
人，掌握生产技术成为受教育的全部目的，这样，人
愈是受教育，他就愈是被技术和专业所束缚，愈失去
作为一个完整人的精神属性。”［５］缺乏人文教育的高
职教育是“制器”，而非“育人”。

３．２　重物质轻精神
许多高职院校为了提升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

不惜花重金建设高大气派的图书馆，兴建拔地而起
的教学楼、实训楼等等，希望通过物质建设美化校园
形象，吸引更多的生源，但却忽视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中的精神文化建设。而精神文化恰恰是校园文化的
核心和灵魂所在，人文关怀是精神文化建设的本质
要求，只有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地位，以人为本，
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从思想意识形态领
域感化人、熏陶人、影响人，校园文化方能实现育人
功能。“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
之谓也”，所以学校的管理者也好，教育者也罢，都应
该有这种“大师”的教育情怀，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３．３　重共性轻个性
虽然同是高职生，但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

景，不同的地域，他们性格迥异，心理素质、学习能力、
社交能力等千差万别，而在实际办学中，高职院校往
往把教育对象看成同质同性的受众，同一门课程，面
向不同专业不同班级不同学生采取同样的教学方法，
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没有真正体现人文关怀。

３．４　重“授业”轻“传道”
古人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说明作为教

育工作者，除了给学生传授知识、答疑解惑外，还需
要教给学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做人的道理。但
在实际工作中，老师的工作重心往往放在授业与解
惑上，而忽视了传道，也就是没有充分发掘课程的育
人功能。

４　高职院校人文关怀下的
校园文化建设路径

４．１　建设健康高尚的物质文化凸显人文关怀
校园物质文化是指为校园文化服务的一切物质

条件和物质对象，作为一种实体文化蕴含着丰富的
人文精神和自然美感，会对青年学生产生巨大的价
值影响，对青年学生素质的养成亦有巨大的作用。
它主要包括科研设施、建筑群落、场馆建设、绿化美
化、卫生环境等。［６］物质文化是校园制度文化和精神
文化的基础和载体，是一种表层的显性文化。

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不仅要考虑物质的实用功
能，更要考虑背后的审美功能和育人功能，要综合考
虑全体师生的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尊重人的主体地
位，从每一个细节入手深思熟虑，使得置身环境中的
人能够深刻感受到环境对人的人文关怀。譬如繁花
似锦、绿树掩映的校园既满足了校园绿化的需要，也
满足了师生审美的需要；窗明几净、功能齐全的教室
既满足了师生正常开展教学和各种活动的需要，也
体现了学校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校园中无论是一
花一草一树一木，还是一张图片一幅标语，亦或是墙
报，都需从审美的视角精心设计，以便挖掘其潜移默
化的育人功能。富丽堂皇的建筑，干净整洁的校园，
清新优雅的办公环境等，如果没有蕴含深厚的人文
内涵，不能体现学校的办学精神、育人理念等，那犹
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心人。

４．２　创建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彰显人文关怀
制度文化是对校园人产生规范性、约束性的行

为要求，譬如校纪校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行为准
则等，这种制度文化是在办学的历史中逐步形成并
经实践检验是经得起考验的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
的保障。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要科学规范，合情入
理，公正公平，以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作为制度制
定的前提，将人文关怀作为制度管理的基础。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校园文化的创造
者、实践者、引导者，因此，学校针对教师的管理制度
要体现尊师重教，做到以人为本。如教师岗位选聘
时，要注重师资的综合能力，除了应聘人员的学历、
文凭、毕业院校、专业成绩等硬件外，要选拔出拥有
教育情怀、深厚人文素养、爱岗敬业的青年积极投身
教育事业。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绩效改革制度等，
要激励教师爱岗敬业，要对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
成长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要为教师提供公平公

７０１

　　　　　　　　　　　　　　　　　　　艾香玲：人文关怀视域下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



正的职业上升通道，营造你追我赶、尊师重教的浓厚
人文氛围。学校要倾听一线老师的心声，尊重教师
的主体地位，让老师更有成就感和归属感。

制度文化要考虑全体校园人的利益需要、精神
需要、全面发展的需要，以激励为主，惩罚为辅，重在
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在表层，制度文化
的意义在于规范、约束、调控全体校园人的行为；在
深层，制度文化是要把学校的办学理念、管理理念、
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思路等借助制度的杠杆带给全
体校园人。

４．３　营造和谐向上的精神文化渗透人文关怀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深层的

隐性文化，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前提和根本，
“校园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学校历史传统和被全体师
生员工认同的共同的文化观、价值观、生活观、荣辱
观等意识形态，是一个学校本质、特征、精神风貌的
集中反映。”［７］

精神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升级理念。首先，要升
级领导的管理理念。学校领导要牢固树立“文化育
人”的理念，在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做到时
时处处事事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深
层情感需要，引导人的精神成长，形成尊师重教、文
明优雅、和谐向上的精神风貌。学校领导尤其是高
层领导作为学校发展的掌舵者，拥有更多的决策权
和话语权，是校园文化的设计者和指挥者。如果每
一届的领导拥有人文情怀和文化育人的理念，在校
园建设中竭尽全力渗透人文关怀，就能形成积极向
上、有利人才成长的精神文化。其次，是升级教师的
教学理念。广大的一线教师是校园文化的创造者和
实践者，对校园文化建设意义非同小可。雅斯贝尔
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
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集。”一线教师，要牢

固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通过自己的言传身
教、人格魅力、教学艺术、沟通技巧等，营造民主平
等、和谐有爱的课堂氛围，从生硬地灌输知识到注重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注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因
材施教，创建个性张扬的多元的教育环境，关注学生
的情感需要，触动学生的心灵，让他们在情感、态度、
意志等方面获得全面的发展，让他们的精神和灵魂
不断升级，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譬如教师上课时，
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乐此不疲的授课状态会无形中
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教师上课时，信手拈来、旁征
博引，融会贯通的授课风格会激发学生求知的渴望；
教师不断革新教学方法，利用任务驱动、情境模拟、
案例教学、分组讨论等灵活教法组织实施教学，会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所谓“经师易求，人师难遇”，一
个教育工作者，甭管多么学富五车、技能过硬、巧舌
如簧、深谙课堂管理的艺术等，如果学生不能从老师
身上感受到人性的光芒、人格的魅力、敬业精神等，
那么也就无法让学生获得精神的滋养，无法引领学
生获得精神的成长！因此，教育者要与时俱进，终生
学习，不断优化升级教育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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