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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锐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2）

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占有重要位置，担负有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现代

大学理念在跨文化视域下具有不同内涵，整体呈现“西学东渐的局面、布迪厄“文化场”理论为高

等职业院校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托，可以在顶层设计、文化建设、职业精神培

养等方面建设高校文化场，从而使高等职业院校在育人、治学、文化传承、引领社会文化等方面发

挥更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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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场”视域下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教育规模不

断扩大，在校生人数逐年增长，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部分高等职

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片面强化学生职业技能培

训，弱化了高等职业院校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直

接导致学生的知识技能与文化素养呈现严重脱节，出

现了人才培养的功利主义倾向。因此，加强高等职业

院校的文化建设、重塑大学精神就成为亟需解决的紧

迫问题。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实践为基础，提出

了以“习性—场域”为核心的实践社会学理论。布迪厄

认为，“习性寄寓着个人教育社会化过程，浓缩了个体

外部社会地位、生存状态、文化传统，习性的展示是通

过一定的社会空间来完成的，就是场域”①，由此推衍，

就能够明确，单个社会个体文化素养与其生活的社会

“场域”息息相关，场域中的“行动者”受“场域”整体氛

围的影响，发生着互动式的博弈，必然产生相应的碰撞

与交融。同时，布迪厄还通过分析比尔农村和贝恩亚

山区社会状况进一步探讨“场域”的演进规律，他认为

“浑然一体的社会其实是有一个个社会小世界组成，这

些小世界与整个社会世界在结构上同源，遵从支配与

被支配的影响。”②梳理布迪厄的文化场理论，我们发现

其理论特质主要体现在:（1）场域是在社会体制中的一

种形态构型，与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开放性而非封

闭的；（2）场域是行动者争夺合法性的场所，学校教育

体系、教会和国家不是单纯的工具机器而是意识形态

话语权主导权的展示载体；（3）行动者携带一定的“习

性”参与场域游戏，能够形成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将会

重构习性，并反映在个体的社会实践。按照布迪厄的

文化场理论，高等职业院校具有为社会培养优秀建设

者和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任务，同时还兼具有传承和创

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与当下我国文化建设方略息息相

关，与青年大学生价值培养紧密相连，已经具备了构

筑“区域文化场”的基本要素。当前，我国进入到经济

发展的转型期，社会文化的多元期，准确理解现代意

义上的大学内涵，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文化建设，进

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应成为

高等教育领域亟需突破的重大理论命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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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场”与行为习性——高等教育现代办学

理念的诞生与传承

（一）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中的

“习性”教育

根据文献记载，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可以

追溯到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我国古代思想家董仲

舒在《春秋繁露》中曾记载过：“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

虞痒近是也”，意思说，虞舜时成立上庠，即“高等学校”

的意思，所传授的内容是“成均之学”。“均”字即“韵”

字的古文，古代教民，口耳相传，故重声教，“成均之学”

就是以乐教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这是迄今最早的

关于大学定位的解释。到了夏商周时代，学校正式建

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些机构都具有官办性质

是政教合一的产物；汉代承继教化传统设立太学；隋唐

时期设立中央官学，分为“六学二十馆”。清代学者胡

渭在《大学翼真》对于大学的教授内涵有过较为详密的

论述：“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

《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

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

明人伦。”③由此可见，传统大学理念是以“明道、致知、

修身、养性”为核心的思想集合体，并简笔勾勒了中国

大学的精神主轴，从而在奠定了中国历代高等教育体

制的办学方向和基本功能。

（二）从洪堡到纽曼——西方大学理念的宣扬与影响

西方大学理念最早源于古希腊艺术美学。古希腊

艺术美学理论提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心灵的善

念，主张教育过程中应将心灵的美育作为一切的重

点。欧洲中世纪时期，大学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主

要指古典派知识分子进行研讨和辩论的学术性聚会，

这类学术聚会所讨论的始终围绕着三大核心议题：“了

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

的训练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的价值观

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④。这实际是一种古希腊的

博雅教育，其实质是在教育中以人本主义精神和人文

主义思想为主轴，将社会大语境中个体作为剖析的主

要聚焦点进行阐述和挖掘。英国宗教领袖、教育家纽

曼（Newsmy）认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

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是启

发心智的地方”⑤，他们认为涵养人性，引导人们进行理

性思考和智慧生活是大学的唯一职责。但是，另一位

德国教育家洪堡（Humboldt）则主张大学应该提倡科技

教育，大学教育应该是倡导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统一体，

在注重常规教学，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应培养学生从事

科学研究，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由此以纽曼、洪堡为

代表的双重办学观就既反映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和社

会的大学特征，同时也揭示了西方大学理想演变的历

史轨迹，为当前大学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

（三）从“西学中用”到“兼容并蓄”——我国现代大

学教育的兴起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兴起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明

显受到了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1898年清政府废除

科举，举办京师大学堂成为近代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

起点。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后借鉴西方教育

理念，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这是

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最早文本，《大学令》规定了大学

的培养目标、学术分科和学术机构；《大学规程》则对具

体的办学体制和内设机构作了规定，两个文本既是蔡

元培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又成为了现代大学教育体

系成形的标志。同时，蔡元培还提倡“兼容并蓄，学术

独立、思想自由”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文理并重”的学

科发展目标，这些办学理念不仅促进了北京大学的兴

盛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和基本准

则，对后世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期的许

多学者、教育家、思想家也都谈及大学的理念问题，清

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提出

了大学应培养专才还是通才的论题。复旦大学潘光

旦先生的提出“士人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提出了“四

育并举论”，这些代表性理念都蕴含着学术独立、思想

自由、勇于创新的思想基因，初步形成了现代大学教

育的办学理念和基本内涵。自此现代中国大学教育

拥有了崭新的起点，迸发出新的活力，出现了一批具

有现代大学精神的高等学府，涌现了许多一批世界级

的学术大师，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筚路蓝缕、写满辉

煌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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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场”与行为博弈——现代高等教育办学

理念的汇通与融合

（一）育人——制器，一道困惑百年的选择题

大学何为？长久以来，教育界一直陷于“育人”抑

或“制器”之间摇摆，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

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

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

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

专业为主”⑥。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

百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有待厘清的一个大问题。

当代学者杨叔子也曾指出，“大学首先的根本是育人，

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大学教育只有聚焦在人身上，才

能真正发挥功能。”⑦所以，大学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充分

利用知识和人才的集聚优势，传授知识、锤炼心智、提

升素养，使学生既能够有一技之长，又融有健康心智，

最终实现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的培养目标。

（二）传承——创新，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灯

美国学者亚丹（D.O.Adams）说：“一国之大学，乃

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

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⑧。亚丹的论述准确地

指出了高等学校对于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传统文化、弘

扬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使命。大学的价值不仅对个体人

格的培养、自由精神的养成举足轻重，同时对一个国家

文化、文明的传承也至关重要。我国拥有绵延五千年的

文明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是通过大学这一文化

机构和传承载体，将华夏文明记忆和精神载荷于历史

长河之中，迁移在历代士人的家国情怀中至今仍旧熠

熠生辉；西方文明的沿承也是通过大学这一载体得到

继承和弘扬。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

地创新。因此，高等学校应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系统梳

理传统文化资源，认真汲取西方文明精华，创新时代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社会正能量，引领社会文化方

向，真正成为区域内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文化高地。

三、沿承与突破——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的实

施策略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区域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本身

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场，在完成人才培养任务功能的

同时，还担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对区域内

的文化建设起引领和幅射作用。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成：

（一）完善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的制度体系，建设体

现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制度文化

制度建设是高等教育的办学基础，是推进高职院

校办学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有力保障。按照现代

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建设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

律的制度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重点应完善办学层面

的顶层设计，做好学校章程建设。大学章程是高等学

校依法自主办学、民主管理和履行大学职能的基本准

则，促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科学发展，构建现代大学

制度的重要载体，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大学治理

中的具体体现。古今中外著名大学的发展历程证明，

完备的学校章程和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体系是赢得社

会公众认同的基本标准。我国的大学章程建设也伴随

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

程。我国古代的一些著名书院都基本上是采用院规的

形式来规范办学形式，如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

院的办学就注重制度规范，“制为学规，课试讲肄，莫不

有法”。清末民初，京师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也都建

有学校章程。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学校章程的建设也

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2011年教育部出台了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对各高校的学校章程

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中国高

等教育的大学章程建设迈上了快车道。我国多数高等

职业院校办学历史较短，很多是从中等职业学校“升

格”或“转制”而来，缺乏完善的制度文化，学校章程建

设大多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校

章程建设就迫在眉睫。学校章程建设应该遵循三个基

本原则：一是方向性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统摄下的子项目，高等学校的章程建设必须体现

鲜明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重点体现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

见》精神，从而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二是法制性原则，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依法治校，章程建设必须以党

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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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意见规定为准绳，主要依据

《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教育领域已有的法律

制度；三是创新性原则，主要是指章程建设应该根据各

高校实际在具体建设内容上明确办学定位，展现办学

特色，通过章程建设激发教职工进行科学创新和学术

研究的积极性。此外，高校的章程建设，还应该注重与

构建高效的现代治理体系、学术科研体系相衔接，最终

实现建设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体系的目标。

（二）传承和创新文化精神，打造体现区域特色的

文化传播中心

大学是文化的高地和人才的集聚地，传承文明、弘

扬文化是大学的核心功能之一。各高等职业院校应从

继承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突显和宣扬区域特色文化、

创新和凝练校园文化三维层面上，通过优化通识课程

设计、创新宣传载体、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措施引导学

生主动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熟悉和了解地方文

化特色，从文化精髓中汲取营养，培养报效祖国、热爱

家乡、呵护集体的世界观、价值观；要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和新媒介，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流价值真正融入学生血脉，成为

引领人生航向的精神灯塔。在传承文化的同时，还应

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

感染力，赋予崭新的社会内涵和时代价值，使学生始终

与时代精神同行。

（三）突出职业教育特色，营造企业文化与校园文

化有机融合的浓厚氛围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凝聚的价值观、

执行文化与文化积淀，是企业发展到一定层面后的企

业品牌和价值理念。企业文化也是生产力，一个优秀

的企业往往能够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在所有教育层

次中，职业教育与企业、经济发展的联系最为紧密，校

企结合、工学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

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过程中深化校企双方的文化融

合，最终形成具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实现

以文化人。一方面要注重凝练企业文化特质，让企业

文化进校园。我国企业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契约意

识、岗位意识、质量意识、创新意识、团体意识五个意识

以及在企业内部结构所形成的内部文化结构链，高等

职业院校在文化建设中应该充分借鉴企业文化中的这

些核心特质融会贯通为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知识体系，

使学生能够在校园中了解这些要求，进而转化为职业

素质，实现大学教育与企业文化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

应创新载体，打造企业文化进校园的有效平台。文化

育人的过程是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形成的，高等职

业院校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推进校企深度融合的有利政

策，积极打造融合企业文化的平台，如在校园内建设

“校中厂”，让学生在车间内完成技能培养和素质养成，

定期举办企业家讲坛，邀请企业人员进课堂开设讲座，

举行技能和创业大赛，锤炼学生的竞争和创新意识。

通过上述措施，在大学文化的基本氛围中，让产业文化

进校园，企业文化进课堂，职业精神进头脑，从而构成

高等职业教育独特的文化品格，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

和精神风貌，为学生从“准职业人”向“职业人”转变打

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肯定不

是一所好大学，而能够代表一所高校办学灵魂和理念

的是学校的文化底蕴和大学精神。我国现代高等职业

教育要实现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进行改革，其改革

的起点应是理念的改革，通过树立独特的文化建设，才

能摆脱同质化的发展趋同模式，才会拥有更大的、更为

长远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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