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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校园文化建设在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

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是构建“双高”院校及职业本科院校的关键环节。在此背景下，本文通

过分析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的四个方面：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活动文化建

设，探讨了其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针对升本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实践路径。旨在为职业本科院

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优良校园文化氛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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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atten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risen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
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nd it is also a key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high” colleges and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aspect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ac-
tivity culture, discusse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cam-
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x-
cellent campus cultural atmosphere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rain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Keywords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要注重文化浸润、

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形教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青

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1]。”高校的核心使命在于立德树人，其中，

校园文化育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具有深

远的影响。 
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文化育人则是最具内涵与深度的育人方式之一[2]。校园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对于构建具有特色的职业院校育人体系、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推进“双高”院校

和职业本科院校建设的进程中，校园文化建设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文化育人的关键环节，对于学生的职业导向、学习动力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尤其在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毕业生就业率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 升本背景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价值 

2.1. 建设职业本科院校的必然要求 

2022 年 4 月 27 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有关情况[3]。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在会上表示：“新法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

类型，国家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与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因此，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应体现在其能否培养出适

应市场需求、具备职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以及能否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既是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技能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也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职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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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应紧密围绕国家职业教育战略部

署，对标国内优秀职业本科学校，查找差距，补齐短板，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红利，以职业本科院校建设

为契机，推动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经过多年的试点与探索，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路径日益清晰。特别是自 2019 年启动职业本科教育

试点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

[4]。例如，2021 年发布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

法(试行)》以及《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职业本科学

校的设置标准、专业设置、学位授予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为职业本科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5]。 
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院正面临着由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的重要机遇。

在这一过程中，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既要体现高职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又要符合本科院校的发

展需求。因此，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学院升格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职业教育特殊性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实

体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其稳健发展离不开技能型人才的强有力支撑。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无疑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最基础途径，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意义。 
职业教育具有与市场适应性强、实用性强的鲜明特点。在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上，职业教育

始终紧跟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确保所教授的知识与技能与实际工作密切相关。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得职

业教育成为连接教育与就业的重要桥梁，为广大学子提供了通往成功职业生涯的坚实基石。 
为了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情，培养学生在本专业的创新开拓精神，高校在不同专业的教室、实训

室中，有意识地营造专业氛围，开展与本专业相关的校园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更能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对专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高校校园文化作为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其育人作用不容忽视。在职业教育领域，

高校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专题讲座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同时，高校还注重将企业文化、行业

精神等融入校园文化中，使学生在校园内就能感受到职场氛围，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充分准备。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高校通过营造专业氛围、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等方式，为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了

他们的全面发展。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职业教育将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经济社

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3.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校园文化作为学校的精神核心，承载着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红色文化

的重要使命，对学生的成长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一个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能够为学生打

造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环境教育以其独特的方式，在无形中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避免

了传统训导可能引发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效果。在当前教育理念的转变下，

教师角色逐渐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而校园文化则以其潜移默化的力量，给予学生积极的心

理暗示，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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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注重德育文化的渗透。通过融入德育元素，校园文化不仅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品德修养和道德情操，还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全面育人的教育模

式，旨在引导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

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3. 职业本科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现状与问题 

由于职业本科教育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发展历史不长，研究不够充分，凝练不够，因此，在校园

文化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3.1. 校园文化建设中职业教育与德育教育不协调 

高等职业院校在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一特定育人目标影响下，校园文化建设需兼顾职业文化与德

育文化。优秀的校园文化能促使职业文化与德育文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然而，许多院校在职业文化与人

文素养文化建设之间难以达到平衡。例如，部分高职院校在就业导向的驱动下，过分注重专业技能培养，强

调实训教学与职业文化塑造，但在学生人文素养及品德文化建设方面浅尝辄止。各专业均强调“工匠精神”

的内涵，却未结合自身特点深入解读，亦未提供与专业相适应的实例支撑。此类现象可能导致学生学习动力

不足，无法深刻理解学习的初衷与目标。这也是校园文化内容趋于形式化，成效不尽如人意的关键原因。 

3.2. 缺少特色，针对性不强 

物质文化建设缺乏鲜明特色，这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显得尤为突出[6]。物质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基石，

直接映射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及理念。其中，学校的基础设施与标志性建筑，构成了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

缺的重要元素。 
首先，学校基础设施的整体风格作为对外界的首要印象，其特色展现尤为重要。然而，以笔者所在

的新疆实地走访过的职业本科院校为例，学校整体建筑在特色呈现上尚显不足，不同功能楼栋在风格上

未能形成明显差异。其次，基础设施的内部环境，如教室、办公室及走廊等，是师生日常学习工作的主

要场所，其特色展现相较于外部环境更为关键。教室作为学生学习的核心场所，其环境优劣不仅关乎教

学效果，更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目前的职业本科院校在教室班级文化建设方面

仍显薄弱，这亦是众多高等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短板。再者，楼道的墙面布置，依然偏重

职业精神、工匠事迹、精神的宣传，而对人文素质、文化内涵、科学探索等方面的涉及较少，使得学生

仅仅局限在“匠”气之中，缺乏“活”气。 
此外，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物，如雕塑、碑牌等，同样是物质文化的重要体现。然而，部分筹备或者

即将升格为职业本科的高职院校新校区尚在建设之中，目前尚缺乏能够凸显职业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园文化的整体呈现。 
校园文化建设中缺少地域特色和学校特色。在一些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很注重当地特色，但是对

校地融合服务地方的突出事迹挖掘不足，在各学院走廊文化中介绍的本专业名人事迹中大多选取的是对

专业建设有突出性的名人学者，这对职业文化的介绍来说自然很重要，但是由于案例与学校、与学生有

一定时空上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引起学生的共情，育人效果就会降低。特别是在边疆地区，边疆

地区的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是边疆地区院校宝贵的教育资源，但学校文化建设中对校地服务、边疆地区

特殊使命的融合尚显不足。 
因此，在未来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物质文化的特色打造，深入挖掘并展现学校的

办学特色与理念。同时，加强校地融合，充分利用地域特色与学校特色资源，提升校园文化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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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生营造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环境。 

3.3. 校园文化活动吸引力欠佳 

3.3.1. 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内容陈旧 
在文化活动策划与实施过程中，部分院校过于注重外在表现，或以完成任务为首要目标，对活动的

实质意义及吸引力未进行深入挖掘。多数活动趋于模板化，导致每年举办的文化活动内容乏善可陈，缺

乏实质性改进。因此，文化活动对师生的吸引力不足，文化熏陶的效果亦不尽如人意。 

3.3.2. 文化活动宣传存在不足 
一方面，宣传活动时效性不强，未能充分突出活动亮点；另一方面，宣传渠道有限，部分高职院校

缺少多样化的宣传载体，从而限制了宣传信息的传播。尤其在活动预热阶段，宣传力度不够，很多活动

在举办完后才进行总结性的宣传，导致师生参与度降低。此外，部分院系及班级活动缺乏校园媒体支持，

难以在师生之间产生广泛影响力。 

3.3.3. 未能构建品牌化、常态化的活动体系 
在校园文化活动建设过程中，部分高职院校缺乏长远规划，仅满足于完成既定任务，忽视文化的赓

续传承。因此，难以形成连贯、具有品牌特色的活动体系。 

3.4. 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受到一定限制 

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受到一定限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我们始终秉持“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应体现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贯穿于校园生活的各个

方面。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学生作为重要的主体力量，其作用与地位不容忽视。 
大学生群体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力军。然而，在高职院校软文化建设

实践中，学生的参与程度仍然有待提升。例如，在学生社团命名、校园涂鸦创作等方面，尽管众多学生

热切期望为校园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相应的平台和支持机制尚不完善。 
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引导和支持，完善相关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多

展现自我、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和平台，从而推动校园文化的繁荣发展。 

4. 职业本科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校园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硬文化”[7]，例如：校园景观、绿化设计、建筑等物质形态的

内容，也包括“软文化”，例如：学校的校风、校训、保留下来的传统、制度文化等精神形态的内容。 

4.1. 物质文化建设 

4.1.1. 赋予建筑物以文化内涵 
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物质文化作为支撑整个文化体系的“骨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既要考虑美观，也要考虑体现学校特色和育人目标。因此，在打造校园物质文化时，我们必

须坚持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并重[8]，确保每一项设施、每一处景观都能充分体现学校的特色与育

人目标。 
具体而言，我们应深入挖掘建筑物、雕塑等景观的文化内涵，将多元的文化理念融入其中，使其成

为传播校园文化、彰显专业特色的重要平台。以笔者所在的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其二级学院教

育艺术学院正门的人物雕像、乐器模型等景观元素，不仅展示了该学院的专业特色，也为师生们营造了

一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学习环境。同时，学院还注重将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融入每层走廊墙壁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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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明确的主题展示，进一步凸显了学院的专业属性。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体校园环境中，尚缺乏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建筑物。这些标

志性建筑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校园文化的辨识度，还能够成为师生们共同的精神寄托和荣誉象征。因此，

在未来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加强对标志性建筑的规划和建设，确保其与校园整体风貌相协调，共

同构建一个更加完善、更具特色的校园文化体系。 

4.1.2. 增加“文化园 + 绿色小景观”的设计 
文化育人要“以文化人”，就要依托相应的文化场馆，比如校园内的文化园、文化长廊、校史馆、

微型博物馆、微型美术馆等，建筑形式可参照中国古典风格的样式，周围布局一些小景观，如小桥流水、

石头步道，抑或树木茂盛苍翠，建筑掩映其中[9]。这样让学生在欣赏自然之趣时，走进其中品味其文化，

以文化人，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4.1.3. 彰显学校特色 
校园文化是学校历史进程中积淀、凝结成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和独特的办学特色。在

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务必凸显学校特色，为广大师生提供深入了解学校深厚历史底蕴与专业成就的平

台。可考虑设立诸如“校史馆”或“学校风貌长廊”等标志性建筑，使师生们能够沉浸其中，深刻感受

学校之独特魅力，进而增强归属感和荣誉感。 

4.1.4. 深入推进数字化校园文化平台建设 
在当前数字化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特别是新媒体的运用，已广泛而深入地融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之中。新媒体具有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层级扁平化、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内容精准化、传播

时效迅捷化等显著特点。因此，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应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化网络通讯技术，

精心构建数字化校园文化平台，以此有效推广和传承校园文化[10]。同时，这一平台也将为学生们提供一

个严谨、规范、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展示舞台，助力他们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 

4.2. 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校园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培

养师生严格落实、遵守规章制度的意识。 

4.2.1. 建立健全校园管理的系列制度 
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在机制，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坚强保障。在推进“双高”院校建设和

升本工作的关键时期，对院校规章制度的完善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与职业本科院

校相适应的规章制度体系。 
首先，在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深入开展调查论证，确保制度设计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同时，要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心理特点，使规章制度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

好地发挥育人作用。 
其次，规章制度的实施必须及时跟进，不断完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制度可能会与师生的实际

需求出现偏差。因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制度，确保规章制度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通过建立健全校园管理的系列制度，我们将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推动院校各项工

作规范有序、高效运转。 

4.2.2. 加强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意识培养 
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自主性的群体，必须明确自主性并非等同于随意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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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自律性有待提高。在全面推行和落实相关规章制度的过程中，着重培养并强化学生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

意识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有效实施制度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内容。 

4.3. 精神文化建设 

4.3.1. 推动企业文化和地域文化在校园文化构建中的有机整合 
由于职业本科教育的特殊人才培养目标，其与个人职业道路、企业运营及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管理理念虽与校园文化存在一定差异，但若将其融入校园文化，有利于毕业生

更快地适应职业角色，对其职业生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鉴于高职院校需与地方产业对接，因此

在校园文化中融入地域特色，提炼并吸收地域文化的精髓至关重要[11]。在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过程

中，重视地域特色对校园文化的培育，实现与当地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利用地域红色资

源加强校园文化中德育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多融合本校本专业服务地域的案例，

多找身边人的榜样教育，以克服前文提到的学生对某些案例无法共情的弊端。 

4.3.2. 推动专业文化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实现职业教育与德育教育的互补共进 
提升个体德性为教育的核心目标，有必要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和思政元素，并将其与专

业内容紧密结合，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具体而言，培育教师德育意识成为推动德育教育融入校园文化

的基础，高职院校可通过课程思政讲座、竞赛及座谈会等形式，促进教师在该领域的学习与交流。 

4.3.3. 以校训为引领、发扬校训内涵 
校训是高校培养目标、办学特色和发展方向的体现，象征着大学精神，也是校园文化中最具标识性

的意象。例如，新疆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质朴、活泼”鼓舞师生团结协作、勤奋学习、秉持诚信

朴实，并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塔里木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求真务实”则彰显了其辉煌的革命传统。

这些校训既传承了学校的历史，也展现了学校精神的内核。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有意地将校

训融入其中，加大校训的宣传力度，提高对其认知度，同时深入挖掘校训的内涵，体现时代特色和时代

要求。 

4.4. 活动文化建设 

4.4.1. 开展对师生有切实吸引力的校园活动 
首先，注重举办多样化的校园活动，如充分利用社团，高职院校社团的专业性较强，可以多建设与

兴趣爱好相关的社团；可以开展“职教进社区”活动，让学生转变身份，向社会人员教授专业知识，既

能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发展又能服务地方；可以适当改变校园活动中紧张庄严的知识竞赛，改为多样的

“线上＋线下”有奖竞猜的形式开展校园活动。第二，校园活动内容要与时俱进，多结合时事、最新专

业发展成果开展活动；第三，着重打造常态化、品牌化的校园活动。以笔者毕业的泰山学院历史学院为

例，每年都会举办“泰山封禅”活动，这既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专业色彩，也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化的

文化印记。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有文化自觉，对本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全面、系统、长远

的考虑。总体来说，可以多挖掘本校发展历史，结合地域特色，打造独特的品牌化校园活动。 

4.4.2. 提高师生参与校园活动的主动性 
第一，学校要为师生创造参与活动的平台。前文提到，很多学生乐于参与到校园建设中来，但学校

考虑到学生管理等多种因素而未能给予学生这种机会。例如，新社团命名、展板的设计可以集思广益，

学生有很多精妙的想法；校园涂鸦景观可以招募有绘画爱好的学生创作；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办设计校

园卡、为学校院系设计公仔的比赛，甚至是为学校设计专属文创产品，这些活动形式丰富又发挥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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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作用，这既能提高学生活动的参与度，又能助力学生校园主人翁意识的培养。第二，加大宣传力

度。在活动举办前，应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新媒体手段进行宣传，使学生及时了解即将举

办的活动，提高学生的关注和参与。 
综上所述，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高等职业教育更重要的使命，也赋予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新的内

容和挑战，高等职业院校要以“双高”建设、升本为契机，不断探索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路径，肩负起育

人使命，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高等职业教育更重要的使命，也赋予了职业本科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新

的内容和挑战，高等职业院校要以“双高”建设、升本为契机，不断探索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路径，肩负

起育人使命，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本文借鉴国内外职业本科、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校园文化育人的相

关理论，对这三类院校的校园文化育人的现状、存在问题加以梳理并对比分析，尝试提出了职业本科院

校校园文化育人的四个路径：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活动文化建设。并结合当

前大学生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详细实施方案，为筹备升本的职业院校下一步有计划地开展校园文化建设

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由于时间和笔者能力有限，本文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还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关

于精神文化建设、活动文化建设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也是笔者后期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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