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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文化自觉为研究视角，探究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建设路径。高职院校思政教育
与校园文化建设在功能上具有文化契合性，均是争取文化认同的过程，校园文化建设对思政教育具有推动作用，需把握
其在文化的选择、建构、践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健康发展，从而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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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 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基础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 1997 年首次提出

的，他认为每个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里的人都要明白自己文化
的历史与发展趋向，懂得进行文化反思，文化反省，对其未来的
发展方向也有充分的认识。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闭关自守的大
门被西方炮弹打开之后，许多仁人志士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反
思和反省，如梁启超在西方科学教育的导入上体现的文化自
觉，鲁迅先生在忧国忧民情怀上的文化自觉等等，都是中华文
化自觉的体现。自“四个自信”提出以来，“文化自信”成为大
众关注的一个热词，它的提出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深厚根基和理想，它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肯定，是建立在文化
自觉的基础之上，没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坚定的文
化自信。

当前，多元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大
学生对新生事物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心智尚未完全成熟，
思维容易摆动，思想容易受到诱惑，还不具备形成完整的价值
观体系。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进而树立文化自信，在高校的
文化传播和德才教育上显得非常重要。

二、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是依靠高职学校作为载体，以高职学生

为对象，通过文化活动的形式进行的文化传播，其办学理念和
学生特点使其校园文化建设呈现出与普通高校不同的特征。
较其文化建设的形式看，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关注度不足。在 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
提出了要对高职院校进行扩招，涉及 1418所高职院校，旨在为
社会输出更多高技能人才，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解决结构性失
业问题。高职扩招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机遇，但是如果高职院校
在办学规模上迅速扩张，一味追求生源，仅仅将院校建设重点
放在硬件设施上，而忽视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无法
给予文化建设必要的支持和指导，这显然不利于高职院校的综
合健康发展。因而高职院校在看到扩招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
需平衡好基础设施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二者的关系。

其次，形式化严重。高职院校的教育虽然属于大学框架下

的高等教育，但是其与普通高校的教育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它
既担负着高等文化教育的责任，又要培养技术性人才。在二者
的平衡上，高职院校呈现出重技能本位教育，轻文化素养培养
的情形，将主要精力花在专业知识培养，专业技能训练上，且对
学生也灌输相应的思维，重“能工巧匠”，轻“工匠精神”。即便
高职存在一些针对性的文化素养培养活动，但也缺乏系统性，
缺乏有效的指导，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流于形式，无法达到活
动的初衷。

第三，局限性较大。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即便有文化建设的
内容，但是文化建设主要集中在文体活动方面，各类体育竞技、
文化娱乐活动并不少见，举办活动的旨意在于培养学生的团队
意识，提升学生的归属感，脱离了职教办学的理念，从功能效用
看仅仅发挥其文体活动的效果。活动内容和形式很少能与学
校的教学目标、职教办学理念相结合，活动形式无法通过产教
与文化的结合培养学生文化自觉意识，文化建设存在较大的局
限性。

三、文化自觉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是一种特殊存在的社会文化，其要点在

于构建新的思维和视角，盘活校园的文化元素，构建校园文化
“软实力”，最终创造文化校园。实现这一结果最重要的就是校
园文化要不断地进行自觉，从而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一) 强化自觉意识，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高职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属于专科院校，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融合。

从学生群体特点看，其存在独特的特点，比如知识水平不扎实，
自卑感强，自我评价较低。近年来高校扩招，很多高职院校的
学生仅仅需要参加学业水平考试，无须参加高考就可以被高职
学校录取，入学门槛越来越低，促使这一群体更加降低对自我
的评价。从教职工群体的特点看，外界对高职院校的教职工存
在一定歧视，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职工群体的积极性。因而无
论是高职院校的学生或是老师，均需客观定位自身的学习和教
育地位，正确看待外界的评价，调整自身的心理评价，充分认识
到文化建设的作用，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自觉意识，用正确的
眼光积极的态度调整校园文化建设方案，着力加强自身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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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
( 二) 强化产教结合，建设办学理念下的高职校园文化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的办学宗旨是有差异的，前者是培养

应用型人才，后者是培养学术性人才。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需
坚持产教融合，坚持创新与实践，在本院校的办学理念指导下
通过学生与专业、实践和就业对接，关注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
的差异，通过系统化的文化渲染，实现校企文化共融共同，发挥
文化自觉意识下培养人、教育人、塑造人的文化作用。

( 三) 强化有效指导，校园文化建设朝健康可持续发展
文化建设是校园之魂，有了文化灵魂高职院校各项工作才

能有效开展。传承性是校园文化的特性之一，文化的传承是代
代相传，沿袭下来的。文化是与基因相似的遗传因子，不同的
是基因是物质性和信息性的复制，而文化是纯信息性的复制。
正是因为校园文化存在复制性的遗传因子，我们在高职院校校
园文化建设上更要强化引导，让遗传因子不变异，让遗传因子
健康传递文化基因信息，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
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使校园文化传承有序，健康持续发展。

四、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政教育的发展
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灵魂和使命，对学生的教育需全程

贯穿思政教育。近年来，各大高校在育人教育方面破了传统的
范式，从单线程的理论灌输转向全方位的体系培养。在这过程
中，学生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成长的，潜移默化受到所处环
境文化的熏陶和渲染，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逐渐凸
显。从高校文化建设和思政教育的功能上看，二者具有契合
性，均是争取文化认同的过程，外化为行动，内化为追求，最终
形成自身正确的价值观体系。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对思政
教育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其利用文化资源，利用文化感染性、持
久性的特性争取大学生对思想政治工作所倡导和传达的目标
形成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的。这一过程中，文化的选择、建构和践行，需把握以
下 3点。

( 一) 文化的选择:整合传统文化教育，理性对待海外文化，
认识地方特色文化

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政教育从本质上看均具有
文化的同源性，在文化选择上需谨慎对待三种文化。首先，在
传统文化教育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整合。从国家教育部门对教
科书的修订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教材内容上的占比大幅提
升，突出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高校出现的以“传统文化
进校园”为主题的各种活动越来越多，礼仪教育在各大企事业
单位也开始流行，这让我们看到国人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思想的沉淀，是国家精神和智慧的凝
聚，是文化基因的延续。大学生必须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尊
重和传承民族文化，延续文化基因，正确认识自己，把握当下，
面向未来，做有骨气和底气的中国人。其次，理性对待海外文
化。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不同民族文化与传统的交流和碰
撞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的出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
话。我们应该正视海外文化优秀的方面，取其精华，但是也应
予以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第三，需正确认识地方文化。
地方文化是特定区域形成的文化结合本地特色文化开发本土
文化建设，开发本土教材教学课程，让接地气的地方文化走进
校园，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对本土地方文化有正确的认
识，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政教育更接地气，更富吸引力。

( 二) 文化的建构: 关注人文素养的培养，推动思政教育
发展

传统的思政教育是一种计划性的培养活动，将思想观念、
道德规范对受教育者进行灌输，使其具有一定的认知，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体系，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新时代的思政
教育理念更注重文化建构，在校园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学生人
文素养的培养在推动思政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尤为重要，让学
生建构起一个解析系统，去拆解、分析事情背后的缘由。

我国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存在重理论输送，重政治素养塑
造，轻人文关怀，轻人文素养培养的情形，造成教化同文化脱
节，不利于价值观体系的构建。缺乏人文素养培养的思政教
育，学生成为知识的接受工具，思政教育无法扎根在文化之中
真正有效育人。大学校园在线上思政教育上，需占领校园文化
建设的网络阵地，如论坛、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引导积极向上
且符合学生口味的网络氛围，把握校园文化在虚拟空间上的主
导权和话语权。在线下氛围营造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到校园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校园活动体现“思政元素”，挖掘
“育人因子”，最终形成体现中国特色、地方特色、校园特色的文
化氛围。

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需在坚守文化自觉的前提下，以校园
文化活动为载体，关注文化素养因素，激发大学生情感共鸣，形
成文化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构建核心价值观体系，从而更好
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 三) 文化的践行: 践行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思维助力个体
发展

中国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身发展
的不足，如自主创新能力上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的瓶颈。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战尚未结束，在这过程中，有很
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从华为“备胎转正”到“不怕打贸易
战”让我们国人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底气，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
是中国发展的今非昔比和技术创新的未雨绸缪。创新是推动
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第一动力。“人们的创造力，往往是受思
想文化观念支持的，人们的很多行为和创造力，事实上更多是
受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层面的因素所约束和影响的。”发
展无法独飞，需靠文化来辅助。作为新时代下的高职院校大学
生，需正视祖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铭记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通
过践行文化自信，获取创新的灵感，利用创新思维发展自我、创
造社会价值，推动国家进步与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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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applie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hich leads to that the function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have not yet reached their due leve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create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in campus，explore the new path of patriotism education，constru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mechanism，and innovate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platform． So，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give play to the collaborative
rol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patriotism cultivation． This paper tak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antong
as examples． Through the case study，it shows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y out patriotism education relying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hich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ultivating patriotism among young students and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tradi-
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 is helpful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social service
functions，and to cultivate young people with high aspirations who a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have both
political integrity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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