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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文化传承的核心内容与建设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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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和传承工作作为校园建设管理的重要环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受办学

背景和发展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院校仍存在认识、定位等方面的问题。 高职院校文化传承的核心内容包

括：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管理文化。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强化学校与企业间的合作是高职院校文化传承的

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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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深刻
近年来，由于不同的办学理念的引领，在部分

高职院校中出现了一种只重视生源、盲目投资硬件
扩大办学规模，而对于决定学校软实力的校园文化
建设却忽略或忽视的现象。 有些高职院校简单地将
一些针对学生开展的联欢会、社团活动等活动理解
为文化传承，或者单纯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文
化建设，缺乏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理解文化的作用和
功能，因此，在制定办学目标上，往往没有将文化建
设和传承纳入其中，没有真正理解校园文化传承的
深刻意义。

2.定位有偏差
目前，职业院校均以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

人才为培养目标，而这样的培养目标如何在高职院
校的文化理念中得以体现，是职业教育人需要重视
的问题。 个别高职院校往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
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过于肤浅和片面， 只强调技
术技能的培养，而忽略对于学生在“情” “意”等层面
的文化熏陶，无法体现培养目标的“精神”内涵。 此
外，在办学定位上，很多高职院校趋同，难以体现自
身办学特色文化。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高职院校的
办学历史较短，多数院校的整体发展水平还处于摸

索阶段，面对院校评估的压力，管理层往往更重视
扩建校区、扩大生源和升本，却忽略了学校特色，
以及如何将学校特色传承为学校文化以实现育人
目标， 进而实现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跨越式发展
等问题。

3.缺乏系统指导
在高职院校中，教师担任着知识和技能传播的

重要职责，也肩负着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创新传
播高职文化的重要责任。 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的形
成， 是由优秀的学生和高素质的教师共同构筑的。
高职院校在人员招聘时， 对于教师录用的标准把
控，应该注重高素质指标的考核，从而提升学校的
教师综合水平。 也有部分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个人
发展上，更多的时间在做课题、写论文，课堂上只重
视讲授知识技能，课余时间也没有与学生做深层次
的沟通。 学校对于教师所担负的文化传承的责任应
给予应有的重视， 系统引导教师发挥主观能动作
用，创新并传承高职文化。

二、高职院校文化传承的核心内容
1.教师文化
教师文化是指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所

体现出的自身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是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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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主要要素。 在学校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
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其做人、为学、处世的态
度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因此，教师对于校
园文化的传承起直接影响作用。 此外，高职院校也
要为教师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更好地激
发教师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还应出台政策，在保证
教学工作“学科专业含量”的同时，提升“人文成长
含量”。 教师的努力和付出应该受到鼓励和肯定，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教师对工作的创造性和积极
性激发出来。 高职教师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多
与学生、同事、领导交流，从中反思教学工作的全过
程，努力提高个人素质和教学水平。

2.学生文化
学生文化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显性文

化，是高职学生行为中显现出的文化，由于高职学
生所处的年龄段，显性地表现出颇具时尚性的青春
文化。 校园中流行的服饰、歌曲，都受学生普遍欢
迎。 受时尚元素影响与时代潮流接轨，显性文化在
学生中易于流行和传播，是大学生审美、生活、价值
观的体现。 但由于其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表现
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动态性，因此，不是学生文化
的主流和本质。 二是隐性文化，是由高职学生的思
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等共同组
成的，隐性文化深刻、持久，是学生文化的本质，直
接决定着学生的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奋斗目标。

高职学生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 学习占用大
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学生生活的全部内容中心。 而学
生学习的动机是直接影响其学习行为以及学习结果
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将长远
学习目标和短期学习目标有效结合， 让学生感受到
实现目标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此外，
还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在竞争的环
境中，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对于高职学生的交往行为， 应当正确引导，既
不可干涉过多，也不能放任不管。 由于高职学生“三
观”还不成熟，容易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因此引
导学生选择适当的交往对象尤为重要。 既要保持与
同学、朋友等同龄人间的交往，也要与老师、父母等
长辈交流，以获取更加广泛且有益的经验。 还应注
重交往的方式，避免形成小团体、小帮派等，建立良
好健康的交往关系。 此外，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还要
引导学生了解社会习俗和遵守道德规范。

在高等学校中，学生的社团活动是学生课余的
一项重要内容， 是校园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
在社团活动中， 学生不仅可以更好地培养兴趣、陶
冶情操、愉悦身心，还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意识
和团队精神。 社团组织的管理往往是学生自己完成
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还可以实践组织架构和制度
管理，有时社团活动还要深入企业，这些都增加了
学生对于社会生活的体验。 因此，社团可以说是学
生的第二课堂， 不仅使学生的课余生活更丰富，而
且还有效地助推了校园文化建设。

3.管理文化
管理文化就是学校的管理者在日常管理过程

中表现出的行为风格和文化内涵。 校园文化的建设
和传承是否有成效，文化的品位如何，很大程度是
由学校领导层对于校园文化的重视和管理的水平
决定的。 管理工作不仅仅是知识、能力的体现，更是
智慧、修养、内涵的外在表现。 领导的言行和素质对
校风校纪乃至校园文化的方向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 学校领导是学校与社会事物联系的重要角
色，是学校文化的彰显者。

三、高职院校文化传承的途径
1.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
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网络中会充斥着大量的

垃圾信息、虚假信息、失律行为等，给校园文化带来
负面影响。 因此，高职院校在进行文化建设和传承
时应更好地抓住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机遇，利用校园
网络，从管理入手使其成为校园文化传承的重要阵
地。 一是要增强对校园网络文化的重视。 随着社会
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人类知识和文化
传承及创新的基地，应与时俱进，校园文化也应加
快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从而推动大学校园文化
的可持续发展。 但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世
界的多元文化使得高职院校的学生价值观也趋向
多元。 这种情况下，学校应当将网络文化纳入校园
文化总体规划建设范畴，将健康文明的信息通过网
络广泛传播，引导学生自觉抵制不健康的思想。 二
是要强化对校园网络文化的管理。 在国家关于网络
管理和文化建设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指导下，结合高
职院校的教学工作的特点以及在校学生的特点，制
定切实可行的网络管理制度，使校园网络管理工作
有章可循。 此外，还应加强学生和校园网络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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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德教育，在网络道德的约束下，养成网络行为
的高度自律，使高职院校网络文化能够在道德和自
律的背景下良性发展。 三是要加强校园网络文化队
伍的建设。 为了提高高职院校网络文化的内涵和品
味，应建立一支技术硬、素质高，由学生和教师共同
组成的网上工作队伍，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将学科
前沿、时政要闻等正确的舆论信息通过校园网传播
出去。 网络文化队伍的建设，是高效网络文化向高
品位深层次建设和传承的重要保证。

2.强化与企业间的合作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

第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根本任务的， 因此，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然渗透一定的企业文化和职
业素质要求。 职业素质一方面是通过知识技能的学
习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在职业体验、实习实践中感
受的企业文化熏陶形成的。 企业往往是利用文化的
无形力量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企
业的目标、保证企业的发展。 因此，在校期间，应着
力培养学生吃苦耐劳、敬业奉献、团队合作的精神
文化， 培养学生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责任意识。
当然， 校园文化是育人文化而企业文化是经营文
化，而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宗旨，其校园文化与企
业文化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强化校企文化合作是高

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需要。 高职院校还应着手课
程体系的建设，在突出技能培养的同时，注重培养
学生的职业素养在内的综合能力。 进一步强化实训
基地的建设，营造高仿真的职业情境，让学生在校
内外实训基地感受浓厚的企业文化。 此外，还要构
建高职特色的办学模式，如订单培养、工学结合、校
企合作等， 让学生更好地将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
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
校企合作搭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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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re Content and Building Path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YANG Jing
（Tianjin Modern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Tianjin 300350）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e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ffected by such reasons as running background and
developing history, etc.,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exists in many colleges. The core
content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cludes teacher culture, student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ve
culture. The importance path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lies in fully using network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core content; building path

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