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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以“引企入校”推进产教文化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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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文化素养是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素质之一。职业院校文化建设阵地在校园，而源头在企业，引

来企业组织文化源头活水，职业院校必须积极主动与企业组织对接融合，在移植整合建构中实现升华。对接行业岗位，培养职业

精神；推进深度合作，融入企业文化；重视职业理想，培育职业人格；关注技术伦理，维护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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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文化素养是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的核心素质之一， 不仅鲜明体现着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的类别特色， 而且决定着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的效度，相对于其他素质，文化素养更具有内源性和
恒久性。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文化不仅是群体外在行

为的表征， 而且是个体内在心灵的一种自我情感表

达方式和省察方式，具有独特的品格特征。每一种文

化都有自己的品格特征， 这是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
逐步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传承性。因而，文化品

格的核心是文化的承载者———群体抑或个体所表现

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思想情感和生存智慧。
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

育类型”[1]（81）。 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职业院校的
文化品格， 必须与职业院校学生的成长和职业生涯

需求具有内在的同构性， 既具有一般校园文化的共

性，又有职业（行业）“自我的对话、省察的方式”的独
特意蕴。因此，职业院校文化建设必须浓笔重彩深着

“职业”底色，“以现实社会和企业的需要以及人的发

展规律为参照……突出行业、企业特点，营造学生适
应未来就业岗位的文化环境”[2]（231）， 形成跨界并蓄，

“职化”鲜明，气象万千，充满阳刚之美、创造之美的

独特校园文化。 这是职业院校文化特质区别于其他

校园文化的显著特征， 也是教育哲学之于职业院校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生动体现。 职
业院校文化建设主阵地在校园，而源头在企业。在推

进产教文化、校企文化有效融合过程中，职业院校必

须积极主动与企业对接，引入企业文化源头活水，并
在移植整合和建构过程中实现升华。

一、对接行业岗位，培养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是职业人的活灵魂， 与人们特定的职
业活动相联系，具有自身职业鲜明特征。如军人的果

敢、会计的精细、教师的大爱、运动员的顽强、工匠大

师的精益求精等， 无不表现出其职业特有的精神风

貌、 文化传承以及从业者特定的心理品质和处事风
格。职业精神产生于职业活动中，是一个行业特有活

动内容及其交往方式的集中体现，不仅具有原则性，

而且往往生动而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摹性、稳定性、
连续性、传承性和发展性。职业精神作为社会精神的

一部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社会精神寓于

职业精神之中， 成为各行各业精神的内核； 另一方
面，职业精神也体现着社会精神，使社会精神原则具

体化，进而“职业化”“专属化”“类别化”，以此把社会

精神原则贯穿于个体的职业活动中， 不断强化职业
人的职业意识，使个体精神“成熟化”，形成具有价值

导向的职业心理，包括对职业劳动的认识、评价、情

感和态度等，养成职业人的职业习惯，积淀成为他们
的心理结构， 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着职业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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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品行， 影响着个体的精神

风貌。
职业文化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基础上

的组织文化，不同专业应有对接不同职业（岗位）精

神文化的关照。 在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上，“把提高学
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 积极探索有

效的方式和途径，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职业精神培

育机制”[3]（68）， 充分彰显与其专业贯通的职业文化精
神，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铸就质量特色品牌的内在

需求。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是一所以金融专业为主体的

金融类专业院校。该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紧紧立足
校情，对接金融行业，积极把诚信文化因子融入校园

环境中，以诚信文化涵育学子的优秀品格。在环境营

造上，学校大门矗立“诚”字巨石，竖立“立”字主题雕
塑；正对学生公寓门前矗立“信”字汉白玉巨石，把学

校主干道命名为“诚信大道”，置身校园，耳濡目染，

让学生时时产生一种心灵震撼和行业文化陶冶。 在
管理上，学院充分发挥管理育人功能，积极推进以诚

信文化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建设。 各系部制定学生管

理诚信评价体系，建立“诚信档案”，把学生的日常考
勤、为人处事、缴费与还贷等行为表现记录在册，建

立“诚信指数观察站”，精心打造“金融职业素质养成

基地”，涵育出了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学子的职业精神
和优秀品格，人才培养硕果累累，在金融行业打造出

了“金”字品牌，被誉为浙江省金融界的“黄埔军校”

“行长摇篮”，享誉全国[4]。
二、推进深度合作，融入企业文化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院校

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 主动与具备条

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5]在学校与企业全面

合作过程中，校园文化建设融入优秀企业文化，一方

面可以借鉴企业完备的服务体系， 学习企业在服务
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先进理念， 以不断提升服务区域

经济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以文化为纽带的校企合

作， 会促进校企融合向全方位深层次多价值的方向

发展，校园产教文化因此会更加丰富而灵动，润物无
声， 形成学生职业文化素养， 缩短进入企业的适应

期，更好实现“零距离”上岗。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一所有电业依托背

景的省级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在推进校企深度

合作，融入企业文化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代表。该
院按照依托企业，对接产业，校企融合，特色立校的

办学思路，积极整合企业优秀文化资源，厚植企业文

化因子，把企业所崇尚的爱岗敬业、创新意识、创业
精神、诚信观念、竞争意识、质量意识、效率观念和服

务理念等渗透到学校教学、管理和服务全过程，使企

业文化因子成为汩汩清流涌动在校园文化长河中，
营造出了独具浓郁电业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6]。

三、借鉴企业管理，引入制度文化

文化作为制度，意味着秩序、规范和效率。 职业
院校制度文化建设， 要以现代企业先进的管理制度

为参照，以优秀的企业制度文化为精神之维，积极整

合提炼与企业文化相贯通的制度文化， 为校园文化

建设引入源头活水。 为此，职业院校制度文化建设，
一要认真萃取企业管理精华，积极吸收其合理内核，

特别是亘古永续的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等

传统文化价值系统， 以及体现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品
格的自强、有为、竞合、协作、公平、效率、创新、致远、

责任、 爱心、 奉献等时代精神纳入制度文化建设之

中，让学生对职业文化充满敬畏。二要根据职业院校
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岗位目标， 制定既符合在校生学

习发展实际、贯彻立身行事一切方面，又反映行业管

理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制度体系， 培养学生对行业制
度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制度文化建设中要彰显注重

细节、规范管理、优胜劣汰、奖惩分明等现代企业文

化特质，强化学生职业行为意识，以适应现代化企业

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 三要把实习管理与
企业日常运行管理制度接轨贯通， 让实习生以企业

“准员工”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身体力行，过程

体认，强化职业操守，提高职业素养。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也是巧妙融合企业管理

制度文化精髓的典型代表。 该院把湘电集团的现代

管理手段引入校园，对全院教学、行政、管理、服务等
全时空进行科学管理，形成了规范、快捷、高效、文

明、有序、绿色、低碳、优良的学习工作秩序，为师生

创造了安全、文明、整洁、高效、明快、温馨的环境。同
时， 学院以质量———品质———品格———人格尊严相

统一的湘电文化质量观为统领， 重塑人才培养全过

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监
控保障体系， 在富含企业制度文化因子的潜移默化

中不断提升学生的职业文化素养。

四、重视职业理想，培育职业人格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职业

院校要切实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注重用优秀毕业生

和社会成功人士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学生， 培养职
校生具有现代职业理念和良好职业操守。 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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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要从学校的类别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实际

出发，着眼于学生健康人格塑造，选择、传递、创造、
积淀和保存我国职教文化的特定价值系统。 职业院

校学生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 也是弘扬现代

工业文明，传承民族工艺文化和优良传统的担当者，
实现这一担当， 必须以其明确的职业理想和健康职

业人格为保证。

我国职校生既是学生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又是一个相对“弱势群体”，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当前， 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全面充

分，加之职校生与同龄人相比特殊的求学经历，部分

学生往往自信心不足，甚至心存自卑，对人生未来缺
乏直面的信心和勇气， 职业理想淡漠， 健康人格缺

失。对此，职业院校文化建设必须首先承担起立德树

人的重任，以业界那些自强不息、勇于超越自我的优
秀毕业生和成功人士为楷模， 启迪学生树立职业理

想，引导学生不断完善自我，使他们逐步具备与现代

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独立、自尊、理性、自为的道德人
格。 培育学生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竞争意识和

协作精神，不仅营造一种新的教育环境，而且让职校

生生成一种“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文
化精神和人生追求，逐步生成学生的健康职业人格。

五、关注技术伦理，维护社会生态

职业教育也是技术教育，无论是理工农医，还是
法政工商，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技术标准、制度规

章和行业规范。技术与社会一般呈一种正向关系，因

此，技术进步是社会进步之源，是人类的福祉所在。
然而，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给人类带来福

祉，也有种种潜在的灾难性危险。这里关键在于能否

正确认识和把握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生的关系，以
避免像因克隆技术诞生给人类带来的医学伦理危

机，因华尔街金融工具无止境“创新”，招致全球金融

危机的灾难后果。因此，防止因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
伦理危机，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技术与社会、人生的

关系。在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中，要重视 STS的教育理
念，正确把握技术、社会和人生三者之间的复杂运动
关系，防止技术僭越，避免技术负面效应，以此，让学

生正确认识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生的关系，克服技

术至上的观点，倡导人文精神，重视技术伦理，努力

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 在技术服
务中彰显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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