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综述性文章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2卷·第 08 期·2019 年 12月
�2,��KWWSV���GRL�RUJ����������M[IIF[�VM�Y�L������

5HVHDUFK�RQ�WKH�2SWLPL�DWLRQ�RI�&DPSXV�&XOWXUH�&RQVWUXFWLRQ�
LQ�+LJKHU�9RFDWLRQDO�&ROOHJHV�

:HL�DQ��L�

6KDQJKDL�&LYLO��YLDWLRQ�&ROOHJH��6KDQJKDL����������&KLQD�

�EVWUDFW
&DPSXV�FXOWXUH�FRQWDLQV�WZR�PHDQLQJV��KDUGZDUH�FXOWXUH�DQG�VRIWZDUH�FXOWXUH��*RRG�KDUGZDUH�FXOWXUH�FDQ�JLYH�SHRSOH�D�EHDXWLIXO�HGL�
�cation,�show�the�distinctive�industry�characteristics�of�higher�vocational�colleges,�make�the�students�in�them�clarify�their�professional�
PLVVLRQV��DFWLYHO��VWXG��DQG�OLYH�DQG�VXEWO��EXLOG�WKH�FDPSXV�HQYLURQPHQW�DQG�DWPRVSKHUH��6RIWZDUH�FXOWXUH�LV�WKH�PRVW�LPSRUWDQW�DV�
pect�of�a�school’s�spiritual�outlook�and�atmosphere.�Compared�with�hardware�culture,�it�is�more�dif�cult�and�longer�to�construct�and�in�
novate.�The�paper�expounds�the�signi�cance�of�the�construction�of�campus�culture�in�higher�vocational�colleges�and�the�main�problems,�
DQG�H[WUDFWV�UHOHYDQW�FRXQWHUPHDVXUHV�IRU�RSWLPL]LQJ�WKH�FRQVWUXFWLRQ�RI�FDPSXV�FXOWXUH�LQ�WKH�FROOHJHV�IRU�WKH�UHIHUHQFH�RI�UHOHYDQW�
HGXFDWRUV��

�H�ZRUGV
KLJKHU�YRFDWLRQDO�FROOHJHV��FDPSXV�FXOWXUH��HQYLURQPHQW��DFWLYLWLHV�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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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园文化包含着两层意思：硬件文化和软件文化。好的硬件能给人以美的陶冶，展现出高职院校旗帜鲜明的行业特色，使置
身于其中的学生明确职业使命，积极学习生活，潜移默化的构建出校园的环境与氛围。软件文化则是体现一个学校精神面貌
与校风学风的重中之重，较之硬件文化在建设和创新上难度更高、历时更久。论文通过阐述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存在
的主要问题，提炼出优化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相关对策，以供相关教育工作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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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众所周知，高职学生通常被看作是末等大学生，他们身

上普遍具有学习态度不端正、自我管理能力差的通病。因此，

要在两年内把学生培养成为符合行业标准的人才，学校既要

使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又要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将职业素养

和道德准则不断植入到学生心中，潜移默化的强化、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其次，�如今课余时间占学生生活比重已接近

一半，若校园文化缺位，将直接导致学生课余时间使用不当，

产生不当休闲甚至违纪违法行为，因此，研究高职院校校园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国际上研究现状

中国的高职教育发展起步晚，直到 ���世纪 ���年代后期

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且相当数量的高职院校是从中专升格

而成的，在办学特色上，带着过往管理方式的痕迹。中国知

网搜索主题为“高职校园文化”的文章大致共������篇，这些

研究成果对于丰富校园文化建设理论，指导校园文化建设实

践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杨泉良、赵宗尹等人的《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建设概论》一文，论述了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工作

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校园文化对实现学校教育理念的作用，

分析了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

国际上因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高，在职业院校的校园文

化研究方面亦成果颇丰。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学者认为，校

园文化是学校的历史、使命、物质环境、标准、传统、价值观、

办学实践、信仰、假说等诸多因素综合起来的且相互影响而

形成的指导高校个体或团体行为以及认识理解校园内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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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行为提供参考框架的一种模式 [�]。国际上多数学者将

校园文化置于高职教育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视域下进行研究，

强调校园文化建设对于高职院校办学水平提升的重要作用。

����年中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要求着力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

业能力，从而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

需要 [�]。拥有特色鲜明的校园软硬件文化，能帮助高职院校

顺利完成为国家输送一线专业技术人才的目标；能为企业降

低人力资源成本，提升工作效率，增加经济产出；同时也有

利于社会和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

建设的优化上，必须“软硬兼施”，从而使学生、学校、企业、

社会四方收益。

3�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环境建设不够，相关服务设施形同虚设

美好的环境，不仅能起到润色校园的作用，更能在潜移

默化中熏陶校园的人文气息，提升校园文化。现如今，高校

的硬件设施建设可谓趋向一流。体育馆里，�羽毛球场、游泳

池、篮球场、健身房应有尽有。图书馆，冬暖夏凉，电子阅

览室配置先进，阅读环境舒适宜人。这些场所都是丰富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的理想之地。但现实状况却是，图书馆门可罗雀，

唯有考试前夕一座难求。体育馆大门紧锁，�唯有体育课时稍

加利用。对于体院馆等设施，一方面建设投入较大，需要维护[�]。

另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学校不得已采取紧闭大门的措施

来避免学生意外事故的发生。对于图书馆，由于高职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欠缺，因此尽管馆藏丰富，专业课本齐全，硬件

条件优越，仍然不能吸引学生们的眼球，造成图书馆“只备

一时之需”的存在。“人”是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核心，缺少“人”，

再完善的硬件设施也只能沦于摆设。

3.2�活动质量不高，活动设计具有“排他”性

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不可谓不丰富。每天都可以在学校

的公告栏上看到各种活动的宣传海报，有电影节、有影视欣

赏节、有英语文化节……表面上这些形式各样的活动已经可

以满足大多数学生的课余时间活动需求，但实际生活中，参

与这些校园活动的主力军只是一小部分活跃同学，或者资优

同学。例如英语拼写比赛，报名参赛对象虽为全体学生，但

真正进入比赛的却是极少数英语强人；例如体能大比拼，对

大多数身体素质平平的学生来说几乎连报名的勇气也没有。

有些活动由于没有人报名，最后学生会干部为了向学校交差，

人为的拉拢一些熟识的学生来参加，最后拍几张所谓的活动

照片草草了事。

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活动的存在的确为丰富校园文化增

添了色彩，但是就目前的活动参与度来说，这样的色彩显然

还不够浓烈，不够吸引眼球，不能调动全员参与的积极性。

活动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3.3�校企联动不足，职业内涵体现欠缺

高职院校的办学背景一般都有明显的行业特色，高职院

校的培养目标通常也顺应行业要求，以为企业提供“能用好

用”的一线人才为主。然而书本教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

更新迭代的速度不及行业发展。学生通过课堂可以掌握扎实

的理论基础，但对当前最先进的行业技术掌握则相对薄弱。

这直接导致学生在实习初期的职业自信下降，学习周期拉长，

企业的培训成本也相应增加。

笔者认为，企业深入学校可以不必仅仅停留在每学年的

就业阶段。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学生对行业有明确的认

知和了解，需要从入校一始便让其耳濡目染，对其加以熏陶，

将行业企业文化根植于心。而高职院校则可主动联系企业，�

邀请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校园文化建设，本着互惠共赢的原则，

充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教育形式将企业文化深

入融合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之中，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的开展，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4�优化建议

4.1�充分开放校内资源，吸引学生眼球

高职学生正处于心理和生理的活跃期，研究显示，适当

的体育活动不但能够强健体魄，对于释放心理压力、调节情

绪亦有很大帮助。因此，应当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投身

到体育运动当中，通过运动来帮助塑造和完善健康人格。对此，

学校应当充分开放校内体育场馆，不能因为害怕学生会损害

设施或者带来意外人身伤害纠纷而选择草率关闭场所，此举

非但不能杜绝意外发生，更有可能助长学生其他不良行为的

养成，造成更坏的后果。

对于校方介意的学生因为在校期间造成人身伤害而带来

的纠纷与赔偿问题，�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应对方法，例如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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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教育部门牵头设计相关险种，投保人和收益人均为学校，

专门用于赔偿学生在校期间发生的主体责任不在校方的意外

伤害事故，解决校方的后顾之忧，让体育场所不再形同虚设，

使其成为学生课余时间活动的首选之处。

至于图书馆，它肩负着校园文化建设的重任，是学校教

育从课堂到课余的延伸。因此，要深入高职学生的生活，学

校图书馆必须改变“以我为中心”的老旧运作方式，不能坐

等学生来，而要走到学生中去。主动联合专业教师、学生会

和其他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一些以“阅读”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例如，举办知识竞赛。赛题可以出自图书馆指定书目，也可

以由专业教师指导用书，让书本活起来，�以实际行动鼓励学

生真正走进图书馆，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

4.2�提高文化活动质量及参与度

学校的课余活动一般由团委和学生会两个部门牵头组织。

通常由学生设计活动内容，团委辅助协调活动场地及活动设

施。那么首先，应当从活动的设计出发，尽量降低活动的准

入门槛，丰富活动的种类，拓展活动的形式。例如，针对高

职男生喜欢网络游戏的特点，开展一场网络游戏的竞技比赛。

虽然这样的活动表面上助长了学生沉迷网络的不良风气。但

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既然网络已经成为学生生活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教育方式如果还一味采取“堵”�的策略必然不能

取得成效，不如转变观念，用正确引导、适当控制的新思路

取代严格杜绝、只堵不疏的老方法 [�]。一来，好的网络游戏

可以适当提升个人的操作能力，与高职学生的培养目标相符。

二来，在比赛的过程中，学校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贴近学生的课余生活，将学生的行为正向化、有序化，同时

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为他们从学校走上社会打好基础。

当然，好的活动少不了专业的指导和监督，学校如果可以

调动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鼓励专业老师参与督导，将活动内容

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帮助学生竖立良�好的职业素养，这样的活

动无论在参与度和质量控制上都会取得较为良好的效果。

4.3�畅通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渠道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在建立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将本科院校

的方式方法照搬照抄，背离了办学初衷，也偏离了办学目标。

“工学结合”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亮点，�高职院校可以将“工

学结合”的举措进一步灵活运用，从课堂延伸至课后，将企

业文化精神渗透到学校活动的各个环节。除了定期邀请企业

管理人员开展讲座，�还可以将企业管理的模式套用到学生管

理上，比如将学生纪律考核按照企业标准操作、用绩效考核

模式取代加减分模式、用薪金制对学生的行为加以约束和激

励，以企业架构来构建班集体等，让学生在校期间时刻体会

到企业的氛围，感受企业的文化，从而养成良好的责任意识

和行为习惯，为成为合格的职业人打好坚实基础。

5�结语

从������年起，笔者便供职于上海民航学院，见证了其从

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成长为一所行业知名高职院校的过程。我

校是为民航事业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为民航培养一

线员工的重要责任，要求学生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良好的

个人作风、严谨的处事态度以及娴熟的操作技能。

期间，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招生人数的上升，教

育部门和隶属单位在资金上给予了学校建设大力支持，使学

校面貌焕然一新，校园硬件设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完善，

体现了国家在政策上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倾斜。校园环境的改

善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石，反映高职院校行业特色的同时，

也于无形中强调了学习至上的学生使命。然而仅有硬件文化

是不能帮助学校完成为国家输送一线专业技术人才的目标，

必须在软件文化建设上同时予以跟进，达到“软硬兼施”。

没有文化的校园是空洞的校园。高职院校必须充分重视

校园文化的建设，坚持职业教育道路不动摇，从而开创出具

有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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