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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在促进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

高职院校是特定区域精神文化的标志品牌，其在学校文化建设中面临网络时代价值取向多元化和弥散性

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文化价值取向，把握好文化价值取向的多重意蕴。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要坚持社会服

务基点，关注服务边界和服务特色；把握以人为本的学校文化建设基本要求，唤醒学生心中的同理心；

以多元与动态的先进教学文化价值观引领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将有德性的生活观渗透到校园活动的每

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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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当前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

引擎和新动力，在促进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随

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成，职业教育的关注点

从形而下逐渐转向形而下与形而上并重。高职院

校在加强基本能力建设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学

校文化建设作为竞争制胜点进行打造，因此，高

职院校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关注文化价值取

向问题，弘扬核心价值观，把握学校文化建设的

多重意蕴。

一、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取向

文化价值取向是个体基于价值判断进行的价

值追求，是一种立足于价值的动态分析。具备一

定的价值取向，意味着高职院校的师生们在进行

文化选择时，将某些价值观默认为优势观念形

态，在各种价值观冲突时会对某些价值观认同并

内化为自身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文化价值取

向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构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反映整个社会的性质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社会变化与发展的方向。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递的方式

发生根本性转变，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多

样、内容更加丰富、速度更加高速。“+”意味着

开放、跨界和融合，而融合能提高开放度，加快

吐故纳新的速度，增强适应性。互联网与各领域

的跨界融合，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化、人际

交往便捷化、虚拟与现实融合化 [2]。在这一过程

中，文化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特征，个体

在建构自身价值取向结构体系中，既有积极的文

化价值取向，也有消极的文化价值取向。高职院

校中如何成功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保障

培养的人才具有跨界、融合能力，适应新经济发

展对人才的需求，需要建设独具特色的学校文

化，引导师生形成积极的文化价值取向，以便更

好地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互联网+”强调互联网思维，而互联网思维

的本质是用户至上。相对传统行业而言，它以用

户的需求为产品开发和运营的起点和归宿，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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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为用户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对高职

院校而言，互联网思维就是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

位，把人的需求与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高职

院校在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遵循服务社会

和服务个人相结合的原则，关注学生的需求与体

验，真正实现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个性的发展。

二、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基点

（一）文化建设与社会服务的人生关系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三大职能之一。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高校已走进了社会的中心，成为社

会发展的轴心机构。高校的功能已不限于“教学

与科研相结合”，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发展

紧密结合融为一体，高校成为科技革命和经济竞

争中的人才源、科技源、信息源和动力源。高职

院校兼具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特色，其发展

应以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为支点，努力成为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进器。但研究表明，高职

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在很多时候由于自身的底色

与本色问题而显得力不从心，在服务形式、服务

内涵、服务手段等方面都存在不足。

高职院校要将服务社会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

基点，把职业精神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作为学校

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立足学校所在区域的学科

专业、技术优势以及学校文化传统，铸就具有本

校特色的校园精神，避免地方高职院校发展过程

中同质化的问题，利用好自身灵活的办学机制、

行业办学背景等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特色是

高职院校的“文化基因”，是学校的无形资产和核

心竞争力，学校通过有特色的文化建设，把自己

的“产品”培养成“名优品牌”推向市场，并籍

此获得更丰富的资源和发展机遇[3]。高职院校在进

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树立紧密结合地方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功能观，树立主动的服务观，不断

寻找新的服务落脚点和支撑点，通过培育高素质

创新人才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飞跃发展，增强办

学活力，实现学校发展目标。

高职院校在追求服务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

时，应将培育地方急需人才、加速科技转化、发

展区域经济、优化当地资源配置、形成当地特色

优势产业等作为实践支撑，重点关注服务边界和

服务特色。

（二）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自然追求

一是追求适度服务边界，找准服务重点。在

找准服务基点的基础上，如何服务与怎样服务是

高职院校的一个重要课题。高职院校要练好“内

功”，形成自己的特色，找好服务重点，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李培根院士曾指出：“反思高等

教育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用边界问题来概

括。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的边界进行

再设计 [4]。”高职院校因其地方性特点，不能贪大

求全，要界定好自身服务的边界。高职院校有其

局限性也有比较优势，有更多机会结合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追求自己的办学特色，这既是构

建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

“分类、分层办学”的现实需要。高职院校在自身

发展的历史传统基础上，根据社会相近领域需求

的变化，在高等教育业已形成的生态群落中重新

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目标定位和发展路径，以

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

能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原动力，在特定

的领域和层面上形成更加突出的个性特色，形成

优势资源与市场、企业对接的新机制。高职院校

要探求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坚

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时、因地制宜，找准服务

重点，增强服务的针对性，提高服务的有效性。

二是突出服务特色，打造服务亮点。在高等

教育大众化走向普及化发展的阶段，高等教育形

式多样、类型重组、重新定位、错位发展的格

局，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高职院

校要把自身发展放在国家发展的全局中去定位，

在地方经济与建设中去思考，在产业转型和结构

调整的趋势中去谋划。推进地方经济发展无疑是

高职院校发展要考虑的第一要义，高职院校与地

方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共生共荣的关系。高职院校

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应该是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因此，高职院校也要谋求社会文化服

务，满足社会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二元利益

需求。

高职院校具有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的双重身

份，是区域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高职院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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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区位特点，要求其在办学宗旨上不要过分强

调高深学问，找实服务地方社会职能的亮点，与

地方社会建立良性的对话机制和互动关系。高职

院校服务地方的文化建设，既可从历史资源中汲

取营养，为其文化建设提供精神源泉，又可帮助

解决地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以及

各种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问题，发挥智囊团和人

才库的作用，形成校地双赢、合作共生的良好生

态。高职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要融入地方文化

的先进元素，提炼自己的精神文化，改善自己的环

境文化，提升学校的文化形象和综合办学实力。

三、以人为本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一）“本”的内核是在向善中超越自我

教育的对象是人，任何形态教育的目标都不

能脱离人而存在。当前很多高职院校为了追求就

业率，对学生施以行业纪律、规范的教育过程

中，注重教育的工具性，却忽视了职业精神教育

的趋“善”性。在通常情况下，职业精神都是对

人的责任和义务的要求，教人承担不同层次的责

任，做规则允许做的事情，但如果没有“善”的

引导和驱动，会使学生学习产生盲目性。责任和

义务固然重要，但职业精神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促

进公民有德性地生活，助力个体生命在未来更加

幸福。

维克多·弗兰克认为人真正的追求就是超越

自我的生活意义[5]。人的生命具有肉体、精神、智

慧等多重意义，人通过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向上的

冲动，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去追寻梦想中的生

活，直面现实生活的各种挫折，实现多重生命意

义的实现。人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个体需

要通过自我意识来实现这个过程，自觉或不自觉

地去思考“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教育学领域

的教育往往被定义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

育的使命就是引导人走向自我实现或自我超越。

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说：“人类一

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认为

人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6]。”学

生都能成才不是教育要实现的预设目标，教育是

学生追求个体完善以实现自我价值并进行自我超

越的过程。高职院校只有在全面认识到这一点并

形成浓郁的学校文化氛围时，才能通过引导学生

追求这样的过程，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人在本

质上是不确定的，可以塑造自己，“大自然只做一

半就让人上路，另一半留给自己完成 [7]。”未定性

意味着人在生活实践中可以依据自己设定的终极

完美目标而不断突破自我，并最终实现自我超

越。高职院校在塑造学校文化的过程中，要努力

追求以人为本，拨开教育实践中工具性的遮蔽，

彰显人的本真色彩。

（二）唤醒学生同理心是文化建设的支点

发展心理学认为，同理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一种能力，由于人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同理心

不断发生变化。唤醒同理心更需要关注他人的感

受，关注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心理感

受。高职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理当把教

育对象看作是具有丰富生命意义的个体，引导学

生将同理心作为一种习惯长期坚持，习惯会丰富

个体的心理体验和生活体验，让个体情感丰富且

更具包容心。生本教育理念的要义是真正将学生

作为教育的核心，在教育过程中关注一切学生和

学生的一切。学生在走进学校前就有了一定的经

历，教师不应当把他们当作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躯

壳，应努力追求将同理心融入每个人的内心，让

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更加亲密[8]。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使得教育技术得到了质的提升，教育手段极

大丰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随时随

地地沟通尽管在某种层面上发展了同理心，但是

网络世界给人的感知度极其有限，人机互动不能

代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同理心必须借助实体感

知和当面交互去完善。在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

中应发挥同理心的驱动作用，努力创设一个和谐、

温馨和理解的氛围，培养有健全人格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

四、多元与动态的教学文化价值是高职院校

文化建设的核心

（一）教学文化的特征

教学文化价值取向就是个体在教学过程中所

体现出的倾向性，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具有动

态性、多样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文化价值取向包含价值判断、选择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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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的多变性使文化价值取向的确立充满不

确定性。伴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这些

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使文化价值取向带有动态性

特征。高职院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将呈现出

不同的文化价值追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高

职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上要与时俱进。主体的价值

选择总是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

约，而教学文化总是与本国的社会文化形态相适

应，因而教学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历史性特征。

（二）教学文化对教师教学目标与路径地影响

作为高职院校重要组成部分的教学文化，在

高职院校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学文化

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高职院校的发展。

文化价值取向是一种信仰与信念的支撑，教

师据此来选择不同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状态[9]。教学

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教师对教学的基本价值的观点

和看法，教学活动反映了教师对于教学实践中各

种目标的不同理解和概括。教师劳动的特点决定

了教师要用知识、智慧和品德影响学生，其教学

价值取向影响教学观的形成。教师的教学观一旦

形成，就会在头脑中产生思维框架，影响他们对

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现象的看法和教学过程中

的决策，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教学价值取向对

教师教学目标的设计有定向引领作用，价值取向

不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开展的教学活动目标与

路径也存在很大差异。

教师如何教和依靠什么组织教学活动取决于

教学文化的价值取向。如果教师侧重于对所教知

识的内在价值，则会在教学过程中对发展学生的

思维、心智等更加重视，会考虑怎样开展体验性

探究活动来培养学生的能力，会思考最适切的方

式方法去评价学生。如果教师侧重所教知识的工

具价值，则会更加重视教学内容的功利性，会采

用最直接的教学方法将知识教给学生，喜欢通过

大量练习巩固所学知识，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

不会太关注，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换句话讲，

就是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教材知识的记忆的认知性

实践上[10]。在教育教学的历史长河中，高职院校的

发展理念先后经历了从技术至上、就业导向到技

术人文、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轨迹，但不管秉承

何种发展理念，高职院校的学校文化在教学上都

始终应关注人的发展，关注影响学生未来幸福的

知识能力贮备和德性培养。

（三）教学文化对学生的双重影响

基于教学文化价值对教师的影响，高职院校

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引导教师充分利用互联

网等现代技术工具，形成先进的教学价值取向。

持有先进教学价值取向的教师，才会不断更新教

育教学理念，探索更先进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

专业水平，尝试新的教学模式，多管齐下促进学

生自主全面发展。这样的教师会积极对自己的教

学经验进行反思总结，会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

教师的教学文化价值取向对学生的发展主要产生

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学

生是逐渐完善的生命个体，具有可塑性、依赖性

和向师性，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美好

的憧憬，期许通过努力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

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愿意参加各种公益活

动，希望多为社会做贡献。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培

养学生高尚的人格，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良好的

品行，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美丑和善恶的能力，

使学生形成独立、完整、高尚的人格，这些是学

生学以致用的保障。二是影响学生知识和技能的

学习。教学文化的价值取向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学

生知识和技能学习产生重要影响。高职院校学生

往往在高中阶段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学习成绩

不太理想，但他们乐于在各种活动中展示自己，

希望通过努力掌握一技之长，为未来的就业创业

做准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着力培养学生强

化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引导他们掌握好实践技

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锻炼他们的人际

交往能力。教学文化价值取向是高职院校在学校

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五、有德性的生活观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

必然追求

（一）理性是有德性生活观的基本目标

德性是希腊伦理学体系中最根本的概念，其

本义指任何事物的特性、品格、特长、功能，是

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对人而言，德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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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人之为人的本性。爱因斯坦说：“德性是一切

人类价值的基础。”德性是人类选择活动的内在尺

度，对于教育而言，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德性通

过某种力量维持着教育过程的良性发展，过一种

有德性的生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职业教育的要义之一就是培养教育对象的职

业精神，而职业精神教育的世俗目的就是培养学

生追求有德性的生活。从本质上讲，有德性的生

活是对社会的精神现象与精神行为做出理性的判

断之后选择的行为生活。一些人认为精神是情感

的反应，精神教育需要激情为伴，其实这是一种

认识上的偏颇。过度的激情只会导致社会的群体

暴力，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是其追随的目标。

高职院校在进行学校文化塑造时，要引导师生具

有理性判断能力，不要完全陷入职业行为标准的

约束之中。

（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反思精神

有德性的生活内涵十分丰富，但对“互联

网+”时代的高职院校来说，核心是培育受教育者

的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批判就是个体在对职业

精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能根据具体的精神环境

和价值标准对所面临的精神冲突进行判断，是不

断总结以往精神经验中失败的、积极的、理性行

为。“互联网+”是继语言、文字、印刷术、无线

电、电视和互联网后的又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在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职业精神也在

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高职院校教师在教育教

学中要引导学生对自己所遵守的精神进行反思，

形成批判的意识与习惯。批判精神就是在了解大

量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主客观条件来判断自

己的精神选择，把自我与他者放在彼此的角度来

思考问题。

反思精神对精神主体获得精神体验非常重

要。个体为了获得职业精神的提升，必须反思自

己与他人的精神行为[11]。加德纳在《智力的结构：

多元智力理论》中提出，“智力是在某种社会或文

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

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

力”[12]，并将反思能力作为智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反思不仅仅能够对自身的情感、动机、欲

望、个性、意志等正确地意识和评价，更重要的

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律和自制的能力，形成职业

基础与远见。基于人才培养目标，高职院校要培

养学生的反思精神和精神主体意识，将对两种精

神的培养渗透于学生的整个学校生活中，引导教

师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和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对学生进行培植。虽然反思精神并不一定能

够让学生具有精神预见能力和精神判断能力，但

有助于培养他们解决精神冲突的能力，有助于他

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进行更理性的精神

选择。

追求幸福是现世生活的终极意义，有德性的

教育生活指引学生迈向未来的幸福之路。恰如亚

里士多德所言：“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

的，在各种人的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

的实现活动相比[13]。”这恰恰也是高职院校文化建

设最终的目标所在。

（责任编辑：刘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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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Mode i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hinking Ability

—Tak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urse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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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with school education, puts learners in a
real environment with expert guidance,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abilities of advanced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and dealing with
complex tasks. The course of deep integr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evel learning.
The practic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eaching reform in relevant schools also proves that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teaching
mode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hinking ability of learners, which is the best teaching mode of deep integra⁃
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Key words: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high-level think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eaching reform

The Multiple Implication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Internet Plus”
Yang Kangkai, Cai Zongmo, Wu ChaoP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Abstract: The“Internet +”promotes changes in people's lifestyles and ways of thinking, meanwhile causing deep changes in educa⁃
tion are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brand of spiritual culture of a certain region.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dispers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culture in the network era. It needs special attention to cultural value ori⁃
entation and to grasp the multiple meaning of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d⁃
here to the social service base, concern about the service boundary and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grasp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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