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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目前，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不断壮大的高

职教育规模和用工市场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高职毕业生职业

素质与社会对职业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高职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等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作为社会

文化的构成部分，校园文化建设能够加速教学改革、创新思政教

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培养技术型、应用型高职人才创

造条件。当前校园文化已滞后于高职整体的教育水平，在内容上

存在着空泛化、功利化、模式化的趋势，和高职校园文化原始的

建设目标脱节，如何建设优秀的校园文化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国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等为导向，贯彻社会先进文化的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基本要求，坚持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借鉴和汲取人类文

明最优秀的成果，以贯彻科学素质为前提，建设良好的校风、学

风，共创优越的校园文化环境，以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为基准，

传播主旋律，彰显高品位，注重管理和平日积累，打造反应出时

代特色的高职校园文化，适应大学生心中持续扩增的精神需求，

为培养数以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提供可靠的动力，促进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演变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基地、辐射区。其

中，如何反应出社会主义特点、彰显出学校特色在现阶段高职特

色校园文化建设中尤为重要。

1 高职特色校园文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1.1 校园硬件设施建设与校园精神文化发展不协调
我国高职院校办学时间短但发展迅猛，有些高职院校片面追

求规模发展，对校园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校园文化建设出现

重形式轻内容、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职业院校为了适应新形势

下的高职办学理念，往往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学楼、图书馆、

实验实训中心、学生公寓等基础办学条件的改善，而对隐形的校

园文化软件发展不够重视，没有体现出本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

理念，校园文化发展方向定位较为模糊。校园文化的凝聚力不

够，师生参与度较低，特色不够鲜明，缺乏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应

有的职业性和鲜活度。与硬件设施相比，校园文化长期处于发展

滞后的状态。

1.2 校园文化氛围不浓,发展缺乏统一规划
一些高职院校错误地将文化建设限定于学生管理以及思想

教育的最低层次，用日常文体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取代校园文化

建设，而不是将文化建设融入到学院建设的整个规划中来，置于

综合办学以及培养目标进行思考。而重技能提高而轻素质培养，

甚至重科技发展而轻人文教育是目前高职院校的又一大误区。

过于注重技能培养和基建投入，校园建设的资源配置倾斜明显，

对校园文化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统一规划，各部门之

间协作程度较低，导致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缺少和谐的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职业文化氛围。校园文化建设发展缓慢，文化氛围不

浓就无法发挥其强大的精神引导作用，偏离了人才培养中“先做

人”后“成才”的轨道，难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需求。

1.3 校园文化与区域文化结合不够紧密
区域文化主要指因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文化，

可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形式，一般按时间、空间来划分，如荆楚区

域文化。高职教育必须为地方建设服务，校园文化发展就必须与

区域文化发展紧密结合。为区域经济服务，反映出地方独特的文

化魅力，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然使命，也是高职“特色”的关键所

在。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罔顾地方发展需求，一味追求“主流

配置”，热门专业申请扎堆、重复建设的问题，其专业设置和人才

培养不能很好地与地方发展接轨，校园文化活动也没有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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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地方文化特点和优势。地方企业，尤其是文化产业与高职院

校交流不够紧密，产学研一体化的平台没有搭建起来。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不能很好的结合和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校园文化也同

样无法凸显地方文化优势，容易迷失发展方向，削弱其文化向心

力，学校的办学优势也会有所削弱。

2 高职校园文化发展需与区域文化相结合
2.1 区域文化的全面融入
区域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积淀，形成复杂而丰富

的文化形式，与区域内人民的生产、生活相互影响，有着相当深

厚的文化根基，早已融入到当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高

职校园文化的核心在于全体师生，在进行课内教学和课外校内

实践过程中，校园文化是一个相对封闭完整的文化体系，但这一

文化必然会受到区域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文化对高职校园文

化具有导向作用，校园文化反过来渗入区域文化，能推动区域文

化的发展与变革。对区域文化的体现是校园文化与区域文化互

动的结果，也是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及高职院校内各部门协调一

致的结果。

优秀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一定要立足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要求，并全面融入区域文化，探索并

实践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动建设有“特色”、有“强项”，服

务于地方经济的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豪感、使命感和归

属感。

2.2 区域文化的主导地位
在学校教育中，校园文化是非常关键，同时也是学校特殊的

精神环境以及文化氛围，反映出该校最浓郁的校风。健康的校园

文化，可以为师生提供强大的心理“磁场”，在无形中震撼师生心

中的灵魂，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体现出教育最大的魅力。校

园文化作为高职院校生存下去的根基，也是高职办学的精髓，是

提升办学实力、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渊源流程、持续进步的校园

文化，这是高职教育的深刻内涵。

高职校园文化应该紧紧围绕地域文化的发展，在职业性、行

业性和技能性上首先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特点，从学生思想道德

教育、培养目标、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与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发

展保持一致性，对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探索，与当地企业进行全

方位的交流，邀请参与相关专业建设，在支持区域经济和文化产

业发展的同时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2.3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高职校园文化的存续区域主要是高职校园。虽然当前社会和

校园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高职院校和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

校园外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本地企业、行业发展对高职院校影响

很大，但是，高职校园仍然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并非和外界社会

完全接轨，仍然体现着高等院校的特点。区域文化是传统文化在

特定地理环境中的表现形式，校园文化中的区域文化因子实际

上来源于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并不总是相互促进

的良性循环，而是有和谐有对抗。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经济飞速发

展的时代，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受到现

代社会的冲击，其矛盾焦点在高职院校也非常突出。高职院校应

该有意识有选择地汲取传统文化中适应现代高职发展理念的优

秀因子，并与时俱进，从文化层面给校园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和实

践支撑，既符合地域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易为现代高职校

园文化所容纳，促进高职院校及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3 结语
高职校园文化体现一校办学之精神导向，是传播和实践高职

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媒介。校园文化需要充满正能量和凝

聚力、向心力的强大文化内核，这个内核只能从优秀传统文化中

寻求，并与区域文化发展相契合。优秀的、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是

高职院校的一张“名片”，与区域文化相结合能使这张名片带有

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和色彩，与办学理念相得益彰，从而大力推

动高职院校精神文明建设和地方经济、文化产业发展。

高职院校不仅要培养高素质技术型应用人才，更要为国家培

养三观端正，具有职业道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我国高职教育历

史不长，教学模式正在不断摸索中，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必须立足

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体现国家高职教育的发展理念。有

特色的校园文化更具有凝聚力和感染力，能对高职院校的建设

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进而促进校

园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保持区域文化的全面融入与主导地位，

进一步摸索和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有力促进地方经济、文化

发展。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能使校园文化建设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长远的发展潜力和鲜明的文化特色，更加有力地推

动高职校园建设，同时，还要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寻找区域文化

与高职校园文化新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提高校园文化的容纳力。

而如何深入、全面、创新地将高职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与区域文化

相结合，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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