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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职教育快速发展，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稳步推进，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同时也

要看到，当前部分高职学院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存在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等问

题。部分高职学院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较为缺失，存

在课程设置比重不太合理、第二课堂活跃度不够、教

师人文素养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2]，导致部分高职学

生走出校门后，因综合素质偏低、文化素养不够、发展

潜力不足，对职业发展丧失信心，发生频繁跳槽的

现象。

1 高职学生文化素养培养的内涵
高职学生文化素养是区别于专业技能培养，但又

与专业技能培养密切联系的，主要包括工匠精神、环

保意识、健康心理、规划习惯、诚信教育、团队沟通、拓

荒吃苦、创新等方面的培养 [3]，是高职生立足职场、健

康发展必须具备的综合能力。

1.1 高职学生文化素养培养的职业性

高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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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作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职业人”，需具备

的职业品性，不仅是能完成工作，而且能更好地完善

工作，体现为有效的沟通交流、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与

集体荣誉感等。在培养高职学生文化素养的课程体系

中，将职业教育植根于教学内容中，实现专业技能培

养和文化素养培养的有机融合。

1.2 高职学生文化素养培养的全面性

专业技能培养和文化素养培养是高职教育教学

主要内容。部分高职学院加强专业技能培养，而弱化

了文化素养的培养，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以及未来

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自身的文化素养，所以两者之

间的培养应以双翼模式打开，全面培养，不可偏颇。在

文化素养的培养上，需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老

师的引导，学生自我探索、体验和感受，切实将文化素

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3 高职学生文化素养培养的包容性

高职学院学生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是否适应企

业、行业的需要与发展是用人单位和高校共同关注的

问题。根据市场的变化需要，高职院校不断调整人才

培养方案，做到供需双方均满意受益。但贯穿学生教

育培养始终的文化素养培养，如诚信、团队沟通、工匠

精神和创新等基本性文化素养内容是不容忽视的 [4]，

学校和用人单位应共同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2 高职学生文化素养培养中的问题及原因
2.1 部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功利化

较大部分高职严格按照“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

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在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上，

着重提升学生就业工作岗位的技术技能，增加校内实

训、认知实习、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等专业教学活动，

同时提高专业课程比重，积极引导学生考取专业资格

证书。但部分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上，以

市场为准则，在文化素养教育课程的设置上秉持够用

即可原则，导致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有所欠缺。

2.2 部分高职院校课程设置比例失调

部分高职院校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上，技术平台课

程、专项能力课程、个性化学习课程等专业课程的比

重较高，文化素质课程出现被压缩的情况，学时及学

分均有不同幅度的缩减。部分高职学院对文化素质课

程的不够重视，导致即使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如心理

调适、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也仅是一项“面子”工

程 [5]。而且，文化素质课程的考核方式基本为考查形

式，开课伊始，部分学生就对此类课程出现“轻视”情

况。课程设置比例的失调与培养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

初衷是相背离的。

2.3 部分高职院校第二课堂氛围冷淡

除课堂学习外，第二课堂的学习也是高职学生文

化素养提升的路径。部分高职院校或是由中专升格、

或是近些年组建的，在第二课堂的校园文化构建方

面，基础和氛围不足、第二课堂内容及形式也不够丰

富。部分第二课堂活动由校团委组织筹划，但是学术

性、科技学习、科技创作型的活动较少。学生仅仅是为

了活动而活动，部分院校学工部的老师或者团委的老

师为了活动的顺利实施，强制要求学生参加，部分学

生对第二课堂相关活动缺少兴趣。

2.4 部分教师课堂文化素养待提高

部分院校对专业教师的招聘从教师本身的专业

文化背景及学术水平上来衡量，较少考虑教师的文化

素养。部分教师在课堂上较少会考虑怎样讲授是学生

乐于接受的，专业课堂满堂灌。久而久之，学生精神疲

乏，没有兴趣听讲；教师毫无成就感，萌生挫败感。而

文化素养类课程边缘化，导致文化素养课老师没有存

在感，挫伤其教学积极性。

3 加强高职学生文化素养培养的对策
3.1 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导向

因历史传承原因，部分高职教育工作者重视学生

专业技能的培养，而缺少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导致在

编制人才培养方案时侧重专业和实践能力培养，轻文

化素养教育。加之，部分学生对文化素养课程的兴趣

缺失，此类课程考核的简单化等原因，部分学生走向

社会后表现出后劲不足、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若要提

升高职学生文化素养，教育理念的转变是亟待解决

的，“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技能提升为重点”的高职

教育理念需转变为“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以专

业技能培养和文化素质培养双翼发展为重点”。

3.2 深化融合专业技能课程与文化素养课程

高职院校确定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后，需要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即专业教育和文化素养的融合

教育。将文化素养培养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构建中，考虑适当提高文化素养类课程的比重和

地位；针对不同专业，结合专业特色增设多样文化素

养课程，并在专业课程中交叉进行文化素养熏陶，增

加学生文化积淀，提升学生内在修养；有针对性地安

排文化讲座，补充文化课程的不足，指导学生多读书、

读好书，定期组织学生交流探讨，提升学生文化素养。

3.3 活跃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

过广播站、文化走廊、风采橱窗、新媒体等手段宣传先

进个人、优秀集体的事迹，传播正能量，起到标杆示范

作用；建立仿真职业文化环境，让学生在未踏入职场

前体验职场文化氛围[6]，并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充分

利用学生社团、第二课堂等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

锻炼与高雅文化素养品味，举办读书论书、辩论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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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升学生文化修养。

3.4 提高教师文化素养

虽然一直在强调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成对等关

系，但部分院校的教学仍是以教师的教为主导，所以

提高教师文化素养对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首先应规范教师自身职业道德，严格其

言行；其次，教师要做“读书人”，多读书，读好书，在增

强自身教学能力的基础上，夯实文化底蕴；最后教师

应以“人生导师”的身份善待爱护学生，要设身处地替

他们想，和学生一起去解决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一起去体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挫折，用他

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教师应具备人文关怀情

怀，能看到感动的东西，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引导学生

全面发展；在学校不能保证给每位教师提供培训提升

机会时，教师应主动拓宽知识面，充实自己。

4 结语
时代的发展、企业的需求，要求高职毕业生具备

全面发展的能力。提升高职学生专业技能和文化素

养，解决部分高职院校文化素养教育边缘化和弱化的

问题，是学校自身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卓越院

校的要求，更是为高职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适应经

济发展需要、培养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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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神。同时，可联合学院周边社区，组织学生适当参

与一些社区活动，运用所学知识回馈社会。学生在参

与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时能对专业知识现学现用，在这

种对专业知识的应用的过程中，专业成就感也会自然

而然地产生。通过各类专业性强的社会实践活动，激

发学生感受职业情境，体悟职业精神。

5 结语
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常态”时代背景下，较

多用人单位的招聘标准已经从单一注重职业技能水

平转变成更看重员工的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团队合

作等职业素养。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忽视了对学生的职

业精神培育。高职院校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培养

具有职业精神的优秀人才，有很强的时代意义。本文

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现状着手分析，提出了

相对应的培育职业精神的途径。这些举措顺应社会发

展需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有利于职业精神的塑造与传承。

【参考文献】
[1]姜朋明,蔺俊.高职院校职业素养教育探赜[J].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2018(10):86-89.

[2]胡玮, 翀汪 ,顾珏.“新常态”背景下高职院校导师制对培养

学生职业精神的探讨[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7(3):24-25.

[3]汪金杰.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精神的培育途径探析[J].教育

观察,2018(16):138-140.

[4]何先卫,夏建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学生职业

素养训练研究[J].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3):49-

51.

[5]肖斌.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精神培养途径探析[J].科技创业

月刊,2018(3):86-87.

[6]杨益,宁翠萍.基于“四融入”的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精神培

养途径研究[J].西部素质教育,2017(16):24-25.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