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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文化是高等院校以大学生特有的思想

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核心的，以

具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由

大学生参与创办的报刊、讲座、社团、沙龙及其他文化

活动和各类文化设施为表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

人文教育是包括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与人

文精神的教育，高校的人文教育是通过哲学、文学、历

史、艺术、心理等相关课程、讲座的开设，活动的组织，

人文环境的创建，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

从高职校园文化的顶层设计视阈加强人文教育的统

筹规划，全面、深入渗入人文教育，是“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大背景下，培养社会所需的具有“灵性想象力、

灵性思维力、灵性创造力”[1]的高技能人才需要思考的

议题。

1 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阈下人文教育

发展的重要性
加强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

技能人才的要求，跟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相比，在发

展历史、课程设置、师资构成、人才培养方案上具有其

自身的特殊性，这决定了高职人文教育具有较强的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第 17卷第 4期

2018年 12月

Vol.17 No.4

Dec.2018

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阈下人文教育现状与实施路径研究

【摘要】文章从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域分析了高职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性，并从教风、学风、文化活动、育人环

境建设四个维度分析了当前高职人文教育的现实困境，旨在从精神、物质、行为、制度等不同文化顶层设计层面探索人文教育

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人文教育；发展困境；实施路径

【doi:10.3969/j.issn.2095-7661.2018.04.022】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61（2018）04-0073-03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ampus culture under the top-level design vision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广东韶关 512126）

肖华碧

Abstract：Under the top-level design vi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ampus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umanistic spirit. It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teaching

style, studying styl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educatio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iming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from different culture top-level design such as spirit, material, behavior, system, etc.

Key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mpus culture; humanist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blems; conducting approach

XIAO Hua-bi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Guangdong Songshan Polytechnic, Shaoguan, Guangdong, China

512126）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

2018-07-12

肖华碧（1980-），女，广东韶关人，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学士，研究方向：文化传承、文化品牌建设。

2018年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会课题“高校组织育人工作研究———儒家‘五常’思想在大学生创业创新精神培育中的运用”（课

题编号：2018GZ022）；2016年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研究课题“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域人文教育现状与实施路

径研究”（课题编号：2016SKYB013）。

7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17卷

“职业人文性”[2]，即培养既会做事又会做人，既具有较

高的职业素养又具有较强的人文素养的人才。归结起

来就是爱国守法、诚信知礼、忠诚敬业、务实勤勉、人

格独立、开拓创新，能自信掌控职业生涯，实现社会价

值和自我价值的有效统一[3]。

2 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域的四个维度
广义的高职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文化生活形式

的总和，包括学风、教风、校园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

等。因而，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教

风、学风、文化活动、育人环境建设。

教风是学校教职工在教学管理工作中所体现的

精神风貌；学风是学生学习和研究学问的风气；丰富

多彩的活动项目是校园文化滋生和发展的平台。部分

师生将校园文化活动等同于校园文化，将校园文化的

内涵缩小，这对在顶层设计视域界定校园文化，发展

校园文化，繁荣校园文化，构建完善的育人体系是不

利的。在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域下思考人文教育

的发展，就是要将人文教育融入高职院校学风、教风、

文化活动、育人环境建设的各个环节，构建顶层设计

合理、上下联动、执行到位的育人体系。

3 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阈下人文教育

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部分院校存在理念上重技术理性轻价值理性

的现象

技术理性是技术时代发展的新形态，它是在人类

征服自然的前提下，追求分解化约、同一性、定量化和

功能效用的形式合理化逻辑。价值理性包含丰富的鲜

明的价值判断色彩，是纯粹的、排他的、无条件的或特

定价值观念决定的行为方式。当代企业发展创新的动

力———“工匠精神”即是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的

产物。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办学能力、办学水平，教师

个人教育教学能力主要以可量化的具体指标衡量，因

而高职教学从顶层设计层面到逐级执行趋于追求学

生学习成果以项目、产品、奖项的形式呈现，一定程度

上弱化了育人过程的价值指引，如精益求精的精神、

艺术美感的体验、理想的追寻、生命价值的思考，及自

省能力、自信品质和求新意识等人文精神的培养。这

种教育模式所模铸的产品，普遍有知识而无识见，缺

乏艺术判别鉴识与审美能力[4]。

3.2 部分院校存在管理上重实务轻规划的现象

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是部分高职一线教师和

管理人员当前的工作常态，也是部分学生的学习常

态。“教、管、学”三忙的现状容易造成师生“忙于埋头

拉车，难顾抬头看路”，不利于自省意识、宏观意识和

大局意识的培养，人文教育缺乏整体规划。从繁琐的

事务性工作中抽离出来，结合时代、社会和自身发展

的需求对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方案、教风学

风建设、文化品牌建设、校园环境建设等进行各维度

的纵向梳理与内在关系的横向梳理，对高职人文教育

进行全盘审视，形成有代表性节点的战略发展规划，

是高职院校顶层设计层面必须要深入研究和扎实推

进的一项工作。

3.3 部分院校存在项目上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

部分高职院校的人文学科正面临逐渐弱化为边

缘学科的危机。高职学生在专业学习之余，加入各类

社团，希望在追求个性的过程中减压。在这一背景下，

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社团与校园文化活动项目

迅速发展。部分院校在技术支持和经费支持投入有限

的前提下，社团创建准入资质不够高，活动的参与面、

影响力、思想性、内涵性有待整体提升，活动质量参差

不齐，难以满足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

3.4 部分院校存在发展上重速度轻内涵的现象

高职院校处于高速发展中。部分院校规模求大、

专业求全、教学求稳，导致陷入重扩张而轻内涵的误

区[5]。虽然部分高职院校体现专业建设实力的科研课

题与项目越来越多，师生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大赛获得

的奖项也越来越多且级别越来越高，校企合作质量稳

步提升，校园文化活动与日俱增，但师生的职业满足

与职业自信依然不够足。职业满足与职业自信是人类

对生命价值的深层思考与永恒追求的一个折射点。在

教育发展顶层设计层面，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须两手

抓。既要用制度对教师行为作出合宜约束，又要关心

教师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世界，为教师职业发展创设平

台，让教师安心乐教；学生学习一门技术既要讲究工

艺技术的精深，又要赋予技术实操过程以文化张力；

管理者组织一项活动既要关心学生专业技能的增长，

又要关注活动的思想性、价值性、创新性和可持续发

展性。

4 高职校园文化顶层设计视域下人文教育

实施路径
4.1 加强精神文化的思想引领，构建人文教育的精

神内涵

第一，将人文精神融入办学理念与办学定位[6]。高

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办学定位归根结底是围绕培养

什么样的人展开的。鉴于高职院校职业人文教育的特

殊性，围绕“职业”为中心，应将以职业价值观、职业道

德、职业能力、职业规划为核心的职业人文教育融入

办学理念，从顶层设计上提升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第

二，将人文精神渗入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应体现人文教育的顶层设计思路，将对学生语

言、逻辑、人际等智能的培养融入人才培养的总体方

案。第三，用人文精神指引校园文化活动。活动在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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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注意以下三个原则：（1）强化活动的思想性。掌

握大学生的接受心理，找准思想教育的切入点，将传

统文化精神与当前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2）强化活

动的多元融合性。将专业知识、艺术修养、团队合作、

职业操守等高度融合，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3）

强化活动的系统性与长效性，将重点活动做成认知度

高，参与面广，受益面大，能濡养良好人文思想与人文

精神的文化品牌[7]。

4.2 加强物质文化的体验引领，构建人文教育的物

质载体

在校园文化物质载体的建设上，润物无声渗入人

文精神。第一，在阵地建设上做好顶层设计。充分利用

多种传播载体，如校报、橱窗、横幅、板报、电视、广播、

立牌、警示牌、LED，及以手机和电脑为载体的校园

网、微博、微信平台，将传统方式与新媒体有机结合，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传播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第

二，在 VI识别上做好顶层设计。校园视觉识别系统

VI是校园静态的识别符号，也是具体化、视觉化的识

别形式。如，学校名称、学校名称标准字、学校外观布

局；校服、校旗、校徽；信封、信纸、文件夹、手提袋、证

书；路标指南、禁止标志、通告栏；横幅、板报、海报等

活动宣传品……在 VI的顶层设计中体现人文设计的

多元、和谐、创新。第三，在环境建设上做好顶层设计。

将校园建筑、植被绿化、雕塑造型、校园区域规划等环

境元素纳入色彩、造型、材质、功用的整体设计，使一

草一木，一桌一椅，一房一瓦等，都散发出“以人为本”

的个性魅力。

4.3 加强行为文化的过程引领，促进人文教育的行

为渗透

行为文化是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第

三种”文化，高职院校在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的传承

与传播过程中要重视师生行为文化的培养。一方面，

教师在教的过程中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做思

想高尚、敬业乐业的人，做精益求精、务实创新的人，

做有奉献精神、有远大理想的人。另一方面，学生的行

为举止折射出学生的人文修养。从远处着眼、从微处

着手，引导学生修正不当行为，鼓励学生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在优秀文化的践行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

人文修养。

4.4 加强制度文化的准则引领，促进人文教育的制

度规范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

则，是公认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契约精神 ,它折射出

一个单位能否营造按规章办事、公平、公正、公开、透

明、和谐、协作的工作环境。因而制度在制定之初就应

该兼顾合法性、合理性、现实性和前瞻性，体现人文思

想与人文精神的导向作用，使其成为规范师生行为、

推动教学进展、促进单位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制度一

旦生成，所有成员必须维护制度的公信力，营造执行

有纲、奖惩有据、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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