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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周文广

 [ 摘　要 ] 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和完善大学生思维及行为方式 ,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精神涵养具有深远的影响。将船政文化与校园

文化相融合，能更好地培养大学生历史责任感、爱国自强和创新创造

精神。针对福建省部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精神引导、育人效能

不足的现实困境，本文在船政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性提出部分解

决方法，促进船政文化融入福建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力求校

园文化能更好地起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积极作用，着力培养德技

并修的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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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贯彻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新时代具有高素质的技

能型人才。高职院校应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以增强

学生文化自信、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强有力的

文化支撑，为营造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新时代大学生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船政文化与

福建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融合，有利于提

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推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健康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1]
。

船政文化是福建人民砥砺前行、不忘初心的

精神瑰宝。船政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是中国文化

和民族精神最锐意的传承与最积极的延续。深入

探究船政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融合，对于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一、福建船政文化的深厚意蕴

（一）浩气长存的民族内涵

18 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一步步从中国

沿海深入内地侵略的加深，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为巩固海防，抵御外侵，1866年，

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设厂造船

组建第一支海军——福建海军，培养了众多优秀

的能人将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短

短四十年，船政文化的发展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

科学技术、高等文化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等

丰硕成果，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自强不息、求

真务实、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民族气节
[2]
。

（二）丰厚的精神财富

福建船政事业历时近百年，产生了大义凛

然、浩气长存的爱国信仰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1884 年的中法马江海战中旗舰“扬武”号在战

斗中沉没的最后一刻，一名海军爬上主桅顶挂出

龙旗，表示“舰虽亡、旗还在”，最终随“扬武”

号一同殉国。1938 年，日军占领安庆，为支援

武汉地面防空，舰长萨师俊在指挥台中弹，在自

身重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不肯离舰，最终被

违反国际公约的日本军机扫射而阵亡。英烈们强

军卫国、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换来了我们如今欣

欣向荣的美好生活，是福建船政文化中永远的丰

碑。毛主席在 1949 年接见海军将领时高度肯定

福建船政，赞曰：“1866 年，船政开办起来，

中国算是有了近代海军、现代海军
[3]
。”

福建船政具有勇于改革的创新思想和独立自

主的开放精神。福建船政创立处于洋务运动的过

程中，在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和顽固派的阻挠和

破坏下，来自各方面的艰难险阻接踵而来。但福

建船政坚持改革创新，引进近代教育模式，落实

独立自主培养人才模式，促使我国海防的近代化。

二、福建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校园文化建设中缺乏培育学生自强精神

在当前的国际新形势背景下，全球一体化的

进程加速，大学生需要努力提高自身意志力和审

视自我的能力，正确地认识自身的不足，端正面

对挫折的态度，明确自身成长方向，激发和巩固

自身自立自强的能力
[4]
。

先进的校园精神环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

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更加

奋发有为。现阶段福建省部分高职院校的校园文

化建设底蕴略显不足，缺乏长远性规划。校园文

化建设中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精神，如何借用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校史文化、先进文化资源营造良

好的教育氛围，怎样利用校园文化引导学生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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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和特征等都不明确，削弱了校园文化的

育人作用，出现育人成效不足的态势。此态势导

致部分高职学生对未来个人发展前景和生涯规划

产生迷茫困惑的情绪，同时自身自立自强、求实

向上精神趋于减弱，内在驱动力不足而迷失方向。

（二）校园文化建设中缺乏培育学生创新精神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新人才，大学生是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

生的创新能力决定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高度。

高校需要充分发挥学校文化导向作用，将教育理

念和校园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潜移默化地

将具有创新精神的校园文化传播到每一位学生中。

同时，营造良好的校园创新生态，逐步内化大学

生综合素质，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成为国家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现阶段福建省部分高职院校从中职学校升格

而来或由多个中职学校合并而成，校园文化建设

基本以培养和提升学生实操、技术、技能为中心，

每个学校如出一辙，导致校园文化建设既没有焦

点又没有特色，不利于校园文化的品牌的打造。

其次，高职校园对待校园文化重传统而轻创新，

只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延续，没有在秉承传

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无法满足新时代大学生的

需求差异化和多样化。再次，部分高职院校的校

园文化组织和管理部门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基

本只要求学生报名参与，简单而单一地布置活动，

缺乏相应激励措施，缺乏培养学生创造性良性循

环机制
[5]
。

（三）校园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能效有限

“以人为本”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核

心，是高校发展的不竭动力。新时代背景下，大

学生群体的思想特点与行为发生很大的变化，只

有深入了解新时代大学生的行为规律和掌握其成

长特点、价值诉求和行为反馈，才能最大化地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学生有更多锻炼

和展示自我的机会，对提高学生的综合实力有积

极的意义。

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初衷是“提高国家素质

教育质量”，强化素质教育是高职院校立德树人

的根本途径。但现阶段福建省部分高职院校受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青年学生被动接

受学习，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弱化了“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更多的是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成长，

急功近利培养速成式的“能工巧匠”，背离了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初衷
[6]
。

三、船政文化融入福建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

建设的路径和意义

福建船政历时百年，对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和文化育人新机制具有深远影响，意义重大。

福建船政文化的核心内容不仅对于现代高职特色

校园文化的建设提供可行性路径，同时也对福建

省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供现实价值意义和引导。

（一）船政文化有利于培育校园文化的爱国

自强精神，提升学生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福建船政文化是船政历史人物在求真务实

的爱国自强自救过程中创造的政治和精神成果。

2020 年，福建船政文化城在福州市马尾区顺利建

成，作为福建省文化产业十大重点项目，填补省

内专业文化产业基地的空白，并且福建船政文化

遗址群也已成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

都为福建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职业道

德教育、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提供强有力的文化

支撑。1866 年，福建船政开始造船，船政人夏日

足肤皲裂，冬日穷冬烈风，造船之路艰苦卓绝，

船政人以一片丹心向阳开、图强兴国为己任的精

神，构成了内涵深厚的船政文化，成为我国先进

爱国自强文化的一面光辉旗帜
[7]
。

福建省大学生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新生

代主力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福建省大学生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作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

建设要因地制宜运用好船政文化这一宝贵资源，

把船政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有利于提

高大学生爱国自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氛围。同时，

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深入挖掘福建船政文化在

近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深厚的文化底

蕴让学生更充分认识船政文化精神，从中法马江

海战中船政英烈们强军卫国、视死如归的爱国信

仰中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现实

责任，提高自身强军卫国的爱国信仰和自强不息

的民族气节。

福建省高职院校应加大校园文化与船政文化

的融合力度，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学习，通过向学

生深入介绍船政文化，激发青年学生对船政文化

的热情和对国家的热爱，加深对革命烈士的敬仰

之情，增加对船政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引导

福建省高职院校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推动广大青年学生将爱国自强精神融入心

房，努力成为一名德技并修的时代工匠。

（二）船政文化有利于培育校园文化的创新

精神，提升创新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四面楚歌，福

建船政的开创者们在遭受政治阻挠、人力资源匮

乏、国情制度面临崩坏的关键时刻坚持改革创新，

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建设新式海军。“中国船

政之父”——沈葆桢曾书写一楹联“以一篑为始基，

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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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坚定船政莘莘学子的信心，催人努力奋

进。在钢材十分匮乏的 19 世纪 70 年代，福建船

政以钢丝网水泥造船的创新技术方式，创造了中

国近代历史上造船技术的里程碑。“古田”号水

泥船代表的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造船技术，折射出

一个时代的荣耀与自豪，是近代中国福建造船史

上具有创新标志性、纪念意义的文化遗产。福建

船政改革创新的思想与技术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

的创新的文化神韵，承载着我国船政文化的历史 

记忆。

福建省高职院校应将船政文化在面临种种困

境的情况下不断革故鼎新，将创新发展的精神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夯实创新理念的内容延伸，

让当代大学生领悟船政创新精神的深厚内涵，增

强自身创新意识，深刻认识创新魅力。福建省高

职院校应主动将船政文化创新精神融入校园文化

建设中，构建校园文化创新培育模式，继续主动

研究和借鉴船政文化资源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

义，有助于使创新理念和内容更好地入脑入心，

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校园活动，

加强青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与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船政文化有利于培育校园文化的以人

为本的发展理念，提升学生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

重视科教，人才为本。福建船政“师夷长

技以制夷”，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引进西方

管理模式、引进教育人才，派专业团队出国考

察、派优秀学子留学，紧追世界科技前沿。同

时引进近代教育模式，把培养人才作为教育第

一要务。在兴建福建船政前，福建船政学堂创

办人——左宗棠就适应时代需要，建议设立“艺

局”培育人才。福建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学堂，

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和能力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与

培养，成绩优异者均被派往国外学习深造。李

鸿章曾赞誉福建船政学堂为“开山之祖”，船

政学堂以人为本的培养模式，为塑造学生优良

的个性品质打下良好基础。

福建省高职院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必须坚持

“以人为本”，实施精神文化塑造工程。一是推

行个性化教学，积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培育和弘

扬船政精神，增强学生文化传承使命。同时，将

校园文化活动建设与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结合起来，

将思政元素融入校园文化中，在协同育人中推动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二是在新媒体时代，

要提供多方面渠道让学生独立表达自己的想法和

意愿，以提高思想教育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三是

因材施教，借鉴船政前后学堂的培养模式，通过

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将学生的成长特点、价值

诉求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新时代

青年学生的思想研判，让学生能够有各种途径和

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四是建立健全监督

机制，提供培养学生透明化、公开化、民主化的

良性机制，让校园文化建设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提高学生参加校园活动的积极性和持续性，综合

提高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结束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们应从对船政

文化的回望与思考中，发掘船政文化具有浩气长

存的民族内涵、爱国自强精神、创新与变革精神、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等独特内涵，这极大地丰富、

发展高职教育文化。一方面，船政文化的丰富内

涵已得到广泛认同，对于高职院校更好地承担起

立德树人使命，培育德技并修的时代工匠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船政文化对高职教育

的校园风气的提升具有深远的影响，对学生进一

步学习高尚风范，赓续红色血脉，淬炼学生红色

信仰，提升学生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坚定理想

信念有着深刻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

由此可见，船政文化对福建省高职院校校园

文化建设具有健康积极的能效，推动高职院校各

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新时期，高职院校面临人才

培育的竞争压力，切实加强福建省高职院校校园

文化建设与船政文化的融合，有助于拓展和充实

校园文化的特色性和先进性，持续提高校园文化

的改革和创新精神，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职院

校，为促进区域社会高速发展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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