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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作出重大政治判断———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也决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发
展的新方位。2019 年，教育部、财政部正式启动
“双高计划”建设，确定“引领改革、支撑发展、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建设目标 [1]，这是我国高职
教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战略使命和战
略机遇。2021年 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北京胜
利召开，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职业教育前途广
阔、大有可为”。新时代既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也是高职特色文化创新的时代。文化是大
学的灵魂，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具有最新活
力、最强动力和最大魅力，是最深刻、最持久、最
具个性的教育力量。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类型，高
职教育应当有其独特的文化，每一个学校也应该研
究、培育、积淀自身的文化 [2]。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院校必须具有鲜明的特色，尤其是学校特色必须
也应该体现在文化特色上 [3]。高职文化是高职教育
的灵魂，必须在创新超越中构建“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的高职特色文化。

高职特色文化是由高职院校这一特定群体在长
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形态，新时代既是
高职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也是内涵式
发展的新的历史转折点；归根结底既是高职教育拓
展新的历史高度和更大发展空间的历史机遇，也是
高职特色文化发展的使命定位。从历史维度分析，
高职特色文化育人存在“应然”逻辑。文化和历史

是交互发生作用的。人类的一切活动在一定意义上
都是与“时间”的较量、与“熵”相抗衡 [4]。马克
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时间实
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
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 [5]。

一、新时代高职校园文化管理的传统继承：培
育文化自觉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需要不断继承传统。文化
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积淀，需要实践的锤炼和
长期的孕育。纵观世界一流大学，优秀的校园文化
无不体现着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精华。校园文化
育人既是一个渐进内化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不
觉—觉醒—自觉”的过程，需要不断继承传统，形
成文化，养成文明。自觉是一种不需要外部监督和
他律的自律行为与习惯。“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
生于 1997年首次提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
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
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主要有三层内蕴：
一是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二是建立在
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三是对发展趋向的规律
把握与持续指引上；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
自我反省、自我创建。高职特色文化是高职文化与
现代产业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融合的结果，
是红色革命文化、蓝色职业文化和彩色校园文化融
合的结晶，是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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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既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时代，也是高职特色文化创新时代。高职特色文化的“底色”是

中国特色的政治特色，“基色”是职业特色的类型特色，“本色”是时代特色的文化特色。从高职特色文化育
人的历史维度分析，新时代高职校园文化管理要把准培育文化自觉、培育职教精神和培育职教文明等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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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的成果，是高职教育从办学理念、人才培
养模式、管理制度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多元建构的
因果。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文环境和文化氛
围，其校园文化活动既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既受
社会生活影响也受自我心灵主宰，它唤起心灵和焕
发激情，唤起学生高尚的道德、独立的人格和高雅
的品位。文化自觉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种追求，是
文化育人的一种自然的高级境界。文化只有被认
同、被追求、被信仰才有力量，特色文化育人的结
果和成效最终体现在文化自觉上，校园文化只有上
升到文化自觉，才能发挥文化育人的最大效应。真
正的文化自觉是有“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
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
良”，高职特色文化自觉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上。
（一） 高职文化自醒
高职尚不被社会广泛认可为真正的大学，归根

结底是高职文化及其内涵还没有达到真正大学的文
化层次，还存在很多文化“原生性”问题需要在发
展中净化和升华，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
高职教育的人力资源供给还不能充分满足国家、社
会和产业快速发展对高层次、高素质、高水平技术
技能的巨大需求，高职校园文化还整体滞后于产业
文化发展，在国家经济与国际接轨越来越紧密的情
况下更显示出高职校园文化的相对落后，所以高职
院校不能故步自封，要有自我醒悟。“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有高职文化自知之明，对自身价值、
影响有清醒评价，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身传统，有
独具特色的高职文化，知悉高职文化的内涵、特
性，知晓高职文化缺失和不足，知道文化育人重要
性，勇于改变自己、改革自身，注重师生人文素养
培育和校园文化内涵式建设，文化育人在文化批判
与继承中积极发展。
（二） 高职文化自信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

这既是中国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巨型发展的必然，
也是中国教育分型发展的实然，还是高职教育转型
发展的使然。从内在条件来看，在教育文化相对普
通大学占弱势的情况下，高职院校不妄自菲薄，坚
持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定位，坚持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有独自的办学理念、价值
观和行为准则，有独特的高职情感记忆、历史认
知、思维习惯并形成观念认同、理想追求，有职业
教育文化回归的文化理性，有自我的满意感、归属
感、获得感，形成高职文化自身特色和优势，形成
高职层次类型特色的大学文化。从外部环境来看，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受到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直
接影响和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予高职校园文
化内涵式发展提供优良社会土壤并提供文化发展

“推力”，中国制造参与国际竞争并越来越显示优势
的大好形势，给高职校园文化国际化发展提供优良
自然气候并提供文化发展“拉力”，高职校园文化
在“推拉”发展环境中迎来自然发展机遇和自信发
展模式。
（三） 高职文化自省
有职业即需要职业教育，国家和社会发展越充

分，职业发展就会越丰富、精细、发达，对职业教
育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职业教育文化就越需要高
品位、新层次、大格局。当高职文化发展到更高阶
段，高职院校不沉醉自满，不骄傲自大，经常审思
自身，尊重差异，包容并蓄，博采众长，不断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对“真善美”保持永恒的批判与
发展，能够自我约束、自我警醒、自我省察，以培
育新时代高职文明的责任担当精神，以“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文化格局，对特色文化不断赋予
新的时代内涵，助力高职教育“自强不息，止于至
善”。高职校园文化越发展，师生的良好习惯越是
自然形成，管理的内耗和教育内卷就越少，校园管
理和教育治理的成本和代价就越低，校园文化管理
越是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和魅力，也更需要自我约束
和省察，形成师生的更高觉悟和教育的更高境界，
职业教育文化才能发展到更加高级的阶段，由此形
成健康迭代发展。

二、新时代高职校园文化管理的现实超越：培
育高职精神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校园文化是根植于学校历
史中的精神积淀，是学校的优秀思想和崇高精神的
凝聚，具有时空相对稳定性。卓越的职教文化，需
要卓越的职教精神。高职文化是“形”，高职精神
才是“神”。校园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高
职院校“三风”建设重点是校园精神的塑造。高职
教育如果缺乏自己的精神，不管怎么重视和怎么发
展，也只能沦为大学的“附庸”。高职教育既要继
承传统，也要超越现实。校园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实
质应该是永续的、永生的，简单的文化传承必有历
史局限性并缺乏质量和效率。校园文化的核心竞争
力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方面，优秀的
校园文化能赋予师生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激
励师生不断反思、不断超越。职教精神是职业院校
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树立的独特职业教育
宗旨、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反映出管理者对于职
业教育的一贯理念和坚强意志，体现出院校师生对
于职业教育的态度、情感与行为准则。只有培育高
职精神，校园文化才有精神内核和凝聚力，才能坚
守初心和保持永续发展。
（一） 培育创新发展的高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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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精神是高职院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精神
内核”，是高职院校推进文化育人的“原生价值”，
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应该发挥“龙头”和
“领航”作用。我国高职教育是随着大学教育从精
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高职
发展时间短，历史沉淀不足，文化底蕴不深厚，不
少高职院校缺乏长远战略、缺乏文化坚守，甚至趋
利附势、急功近利，校园文化边缘化、功利化、同
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特色文化缺失，造成千校一
面、千人一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很多
“原生”问题，制约了高职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归
根结底是缺乏高职精神。美国大学的建立虽然晚于
欧洲，但承袭了欧洲的大学精神而快速崛起，在此
过程中，较为成熟的校园文化功不可没 [6]。高职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加快
树立现代高职教育理念，必须加快培育现代职教精
神，才能从历史的局限中超脱出来，摆脱传统文化
的束缚，才能超越历史、提升现实。
（二） 培育特色鲜明的高职精神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高职文化应以追求技

术与服务卓越为核心培育高职精神，高职精神培育
的核心是从技术技能教育源头培育工匠精神，工匠
精神培育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灵魂，高职院校章程
的思想内涵应该体现这种中国特色的高职精神。培
育高职精神，不是“物化”的产品制造，而是“人
化”的精神提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校园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特
色鲜明的教育文化力，它是红色革命文化与蓝色技
能文化、绿色教育文化相结合的新型社会文化力，
它是具有教育特质、时代特征、高职特色和院校特
点的先进文化。高职教育必须崇尚技能、学术自
由，追求技术创新和技能卓越，以科学技术追求真
理和自由，厚植工匠文化，弘扬工匠精神，使工匠
精神成为师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自觉，培养学生爱
岗敬业、吃苦耐劳、严谨专注、精益求精、执着创
新的精神，用高尚的情操修养人性，用独特的民族
情怀凝聚人心，用严格的职业标准锤炼技能，用丰
富的教学实训磨炼意志，用高昂的竞争状态鼓舞斗
志，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国际巨匠。
（三） 培育世界一流的高职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精髓与灵魂，职教精神也是

高职特色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大学追求学术、探究
真理的本真，大学是一个致力于追求真理之事业的
共同体 [7]。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真理。中
国高职教育的精神，其精神内涵是社会主义精神，
其文化特征是中国教育民族化、国际化的时代特
征，其文化愿景是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愿景。“此

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高职精
神既要有体现大学精神本源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
神，也要有高职教育特质的职教精神，包括技术技
能的创新精神、实践精神和服务精神，综合体现为
工匠精神培育。精神是文化的内核，只有一流精神
才能形成一流的文化。高职院校在历史的积淀和现
实的提炼中形成稳定的、深刻的职教精神和可持
续、可传承的世界一流的校园文化，才能办出世界
一流的高职教育。

三、新时代高职校园文化管理的未来引领：培
育职教文明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特色文化决定原创力，是
决定高职教育未来“能走多远”“能走多久”的重
要力量。文明是人们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
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是
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
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衡量人类的进步状态和
进步程度，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明的内在价值通
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通用电气公司的第一
个使命是“让天下亮起来”，迪士尼的使命是“让
世界快乐起来”，阿里巴巴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
难做的生意”，“双高”的使命是“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国际范围内职业教育发展壮大，形成德
国的“双元制”、美国的社区学院、澳大利亚的
TAFE 体系和新学徒制以及新加坡技术教育学院
（ITE） 等 [8]，共同点是都有其自身的职教文明，这
是我国高职院校必须学习的经验。培育职教文明既
是高职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责任担当。
（一） 创新中华工匠文明
5000多年中华文明蕴含着强大的人文精神，是

当代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和”文化理念和“和合”智慧，能够为中国高职
文化打造特色、引领未来、走向卓越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和巨大智力支持。职教文明是职教文化发展到
高级阶段的自然产物，由此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卓
越的高职院校才能培育卓越的“匠”才，卓越的
“匠”才必源于卓越的职教文明。中华工匠文明在
传统的“师带徒”传承模式中既具有可靠传承性和
有效保护性的优势，也具有封闭保守性和有限传承
性的劣势，其经验式传承方式需要在新时代继承和
创新。教育既有选择、传递也有创造文化的特定功
能，新时代高职教育只有创新中华工匠文明，才能
实现中国制造的“凤凰涅槃”。
（二） 培育中国职教文明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活动方式，文明是一个社会

或组织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时
代高职教育需要继续拓宽职教文化发展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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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职教文化理论的新高度，开辟职教文化创新的
新境界。基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共同职教
使命，高职院校需要共同推进人民满意的职业教
育，推进职教文化创新与实践，形成普遍认可的价
值观和教育规范，使校园文化在自净、递进中发
展，并通过新质文化替代旧质文化、量变达到质
变，形成新形态更高质量的职教文化，再通过更高
层次的文化培育和实践，形成职教新文明。中国古
代职教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末代封建王朝
闭关锁国开始逐步落后于世界教育文明。随着新中
国的崛起，中国职教文明开始快速复兴，以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为本质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为基础实力、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中国职教文明，
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出灿烂光辉。
（三） 培养高职教育家
培育卓越职教文明，需要培养自己的职业教育

家。他们能够“仰望星空”，洞察世界，明晰未来，

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高职教育改革指
引方向，成为一座座高职教育的丰碑；他们能够
“脚踏实地”，执着一个理想，探索一种模式，办好
一所学校，形成一批成果，总结一套做法，推广一
番经验，支撑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中国需要培养一
批卓越的高职院校校长，他们是中国优秀的教育家
和企业家的复合体，他们具有世界眼光、民族情
怀、教育责任和职教担当，他们具有改革魅力、人
格魅力和时代定力，他们洞悉历史趋势、顺应时代
发展、熟悉教育规律，他们能够成为我国职业教育
精英，他们是职教文化最活跃的因素，是高职文明
的创造者、知识创新的劳动者和高职文化的担当
者，部分教育家成为国际职教专家，在世界职业教
育中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高职教育家接续发
展职教文明形成国际文化力，促进中国职教国际化
发展，打造国际中国职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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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Culture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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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the era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era of cultural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 background col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is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he " primary color" is the type
characteristic of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 natural color" i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s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analysis of vocational characteristic culture education, the
management of vocational campus culture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cus on three directions: cultivat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iv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spirit and cultiv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civilization.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haracteristic culture; Cultural management; Cultural education; Dimensio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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