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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文化的生成：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 

刘楚佳 

摘  要：在追求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高职文化的生成成为人们不断反思的焦点之一，因此要

探寻高职文化的立足之基和凝练之途。其路径选择在于：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寻求高职文化不断生长

的空间；凝练高职理念，彰显以技术文化为内核的高职文化；在尊重生命成长的高职文化生成中凸显技术

人文特色；在遵循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校企合作中实现校企文化的互鉴互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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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文化的内涵 

高职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学校文化，它是以社会文化

为背景，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以学校师生员工为主

体，以独特的高职学校生活方式为特征，经过师生的传

承和创造，不断孕育并形成的独特办学理念、价值方式、

道德规范、历史传统、组织制度、物质环境等精神和物

质成果，是学校精神和生命力的象征，在高职人才培养

和生存发展中发挥着统领作用。 
高职文化具体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

化、行为文化等层次。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物质文

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保障，行为文化是方式。高职文

化的独特性在于：除具有一般大学文化的“自由独立、

崇尚理性、人文关怀”基本特点外，还表现为“职业情

怀、务实致用、能力为本、开放协作”的独特内涵[1]，

表现出高等性、职业性、技术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等交

相融合的特征。 
在实际运用中，我们至少需要把握以下 3 个问题：

其一，高职文化不等同于高职校园文化。一般情况下，

高职校园文化主要指学生的课外活动、社团组织、第二

课堂和校园氛围等内容，较多停留在空间活动层面；而

高职文化除此之外，还包括课程文化、管理文化、教师

文化、学生文化、历史传统、院校精神等内容，涉及历

史、心理、制度等层面，内涵更为丰富。其二，要在社

会的整全视野中看待高职文化。高职文化作为社会文化

中的一种亚文化，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密切联系。

其三，要从与企业文化对接、碰撞、交融中推动高职文

化的生成和发展，但绝不能用企业文化替代高职文化。

因为企业文化是一种经营文化，而高职文化是一种育人

文化，二者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 

二、高职文化生成的社会性制约 

在高职文化生成的实践中，人们常面临这样的困惑

与尴尬：高职文化到底有怎样的特质，该如何定位。事

实上，这种困惑与尴尬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在迅速发

展的时代背景中，高职文化不但处于不断生成和发展的

不确定状态之中，同时还遭遇断裂，进而陷入边缘化的

境地。高职文化急需在困境中突围，寻找立足之基。这

需要我们运用文化之眼，解析断裂之源，寻求凝练之途。 

1．高职文化被传统文化抛离 

（1）传统文化未能有效接纳以技术为内核的高职文

化。虽然我国的技术史源远流长，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但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里始终无

法占据主流。 
（2）高职技术文化长期被科学文化所遮蔽。科学引

领乃至决定技术，但技术亦有其相对独立性，科学毕竟

代替不了技术。有论者对此进行了解析，在我们的文化

中，作为技术产品的器具已无所不在，联系技术人员的

组织机构也早已建立，问题是关于技术的观念却很少存

在于我们的观念体系中。许多人认为，我们正在享受的

是科学的成就，而不是技术的成就。正是这种“有科无

技”的观点，严重地制约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这种

观点在教育界尤为盛行[2]。 
毋庸置疑，科学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但在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技术并非科学的附属品，并非科

学理论水到渠成的产物，直接决定产品 终形态的是技

术而非科学理论。从科学理论到物质产品仍有漫长而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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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的探索与实践过程，而这才是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的理

论依据和社会价值所在。 

2．高职文化被普通高校文化贬斥 

谈到大学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普通高校文化，

而高职文化似乎成了文化的荒漠。这种文化的贬斥，至

少源于两个方面： 
（1）教育管理体制上的双轨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1997 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

将高等教育第一阶段分为 5A 和 5B 两类。可见，无论何

种分类，高职教育都归属高等教育。但在实际运行中，

往往有时会过于强调高职教育的类别特色，而忽视了其

作为高等教育的共同性，客观上使得高职教育与普通高

等教育双轨运行[3]。由此，缺乏融通的高职教育，在高

等教育中被逐渐隔离。 
（2）高职教育在层级上的低层次。当前，我国的高

职教育限指专科层次的高职高专院校，或者说高职教育

被贴上了专科学校的标签。因此，普通高校文化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疏远高职文化。 

3．高职文化被企业文化排斥 

企业作为高职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二者具有天然的

亲和力，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目

前在我国，不仅学生、家长普遍不愿接受，就是企业也

对职业教育表现出国际上少有的冷漠。这从校企合作中

“学校热、企业冷”便可见一斑。 
对于企业文化的排斥，有学者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探

析其根源。首先是价值理念的冲突，具体包括：（1）学

术准则与市场准则的价值抉择；（2）理想主义与现实主

义的内核错位；（3）完美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人才判断。

其次是管理机制引发的冲突：（1）权力利益的本质差异；

（2）迥然不同的治理结构；（3）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的

机制隔阂。 后是组织行为引发的文化冲突：（1）教育

客体与任务主体的角色异位；（2）线性思维与多元智能

的差异；（3）单兵作战与团队协作的行为冲突[4]。 
由此可见，正是校企文化的冲突与隔阂，阻碍了校企

的融通。其症结的关键在于二者利益诉求不同，遵循规律

各异。 

三、高职文化生成的路径选择 

1．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寻求高职文化不断生长的

空间 

高职教育的生存发展源于社会需求，或者说经济社

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产业的升级转型是高职教育不断获

得生长空间的根本。而高职教育的崛起是高职文化凝练

生成的前提，高职文化只有循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律动才

会有无限生机。 
首先，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对高职文化提出了诉求与挑战。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由传统的高投入、高耗能、低技能、低附加值向

着现代的高技术含量、高产品结构、高附加值转变。面

对现代社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改造、融合裂变所需要的

复合型、知识型、动手实践能力强的技术创新人才，普

通高校的传统学术教育难以满足，没有学科基础和内容

的唯技能论同样无法做到。高职教育必须顺应产业转型

升级的要求，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技能结构，

在培养学生精湛技艺、创新创业能力、现代服务技术等

方面狠下工夫，主动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实现高职文化

功能的拓展，赢得自我生长的空间和不竭动力。 
其次，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时代

精神为高职文化生成提供了生命力。高职教育的发展不

但有赖于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强劲推

动，而且奠基于我国博大深厚、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和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之上。如前所述，传统

文化中“重道轻器”的观念和经验主义等消极因素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高职文化的发展，但同时经世致用、知行

合一、自强不息、注重人格和伦理的文化传统和以人为

本、和谐包容、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也为高职文化提供

了丰富的滋养。高职文化要建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

精神之上，挖掘和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改革创新

的时代发展主题，形成独特的高职办学理念和价值取向，

打造中国特点和风格的高职特色文化。 
后，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为高职文化发

展提供了战略性机遇。学习型社会是以社会学习者为

中心，以终身教育体系、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学习型

组织为基础，以形成终身学习文化为基本特征，能保

障和满足社会成员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

而有效地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得以充分

实现，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开放、创新、富有活

力的新型社会 [5]。高职教育要根据终身教育和学习型

社会建设的要求，加强与各类型、各层次教育的沟通

与衔接，建立开放、灵活、多元的教育体系，更新教

学内容和方式，提升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满足各类学习者和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需求，努

力成为所在地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中心，塑造凸显

终身学习理念的高职文化。 

2．凝练高职理念，彰显以技术文化为内核的高职文化 

在上述文化断裂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高职文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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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就是技术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中失落的就是

技术文化。这也是高职文化始终未能与传统文化得以整

合的根本原因之一，其结果就是以技术文化为内核的高

职文化始终不入主流文化。 
现代技术的中介作用在现代社会大生产中愈显突

出，它与现代科学无法相互替代。技术这一本质属性显

示，技术与高职文化有一种天然联系。技术直接影响甚

至决定着职业教育的内容、手段、方法[6]。可见，高职

文化的内核是技术文化。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还在于高

职教育理念的内在要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4 年在《波恩宣言》中进一

步指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能减少贫困、促进和平、

保持环境、提高全体人的生活质量，能帮助实现可持续

发展[7]。这一高职教育理念内在地要求弘扬以技术文化

为核心的高职文化，全面认识和挖掘技术的文化意蕴和

内在教育意义，实现真善美在技术实践中具体的、现实

的和谐统一[8]，培养具有建设性态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3．在尊重生命成长的高职文化生成中凸显技术人文

特色 

在现实教育实践中，一些高职院校的急功近利是显

而易见的。只注重技能培养，采取依葫芦画瓢的程序式

教学，学生沦为技能的机器，成为生产工具和机器，无

需思考、无需创造；支撑着学校“就业导向”的教育目

标只是“很快找到工作、马上能上岗”，至于学生的建设

性态度、可持续发展、职业关键能力、人文素质的培养，

要么意识不到，要么无暇顾及，掩盖于单纯培养专业动

手技能的快速效应上。而高职毕业生一旦遭遇岗位的变

换，其单一技能的短板就显现出来，难以为继，无所适

从。为此，有论者形象地比喻：要交给学生“干粮”（专

业技能）、也要交给学生“猎枪”（职业关键能力），更要

交给学生“指南针”（价值观）[9]。 
可见，与以往纯技术目标的“技术工具观”不同，

“技术人文”以技术为基础，以人文为旨归，强化人文精

神在技术教育中的渗透，以技载道，达至工具知识、技

术技能与人文底蕴的平衡。在提升学生技术技能的同时，

着力提升学生的职业精神、社会责任和文化品位，实现

技术技能、创新精神与健全人格的和谐融合。 

4．在遵循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校企合作中实现校企

文化的互鉴互济 

校企合作是当前我国推进高职文化“内生模式”形

成的有效途径。前文已述，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发展诉 
 

求不同，遵循规律各异，使得企业对于校企合作热情不

高，难于深入。但企业是典型的技术领域，校企合作之

路早已成为业界共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二者利益

诉求的结合点，并循此探求深度合作之途。二者虽然差

异明显，但 大的结合点在于人力资源。只有在人力资

源培养和相关利益上，让企业有“利”可图，满足企业

的发展需求，才能激发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和校企合作的

积极性，融入人才培养和技术开发过程，进而形成一种

企业社会责任。 
在具体实现方式上，要在尊重双方利益关切的基础

上，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采取开放多元的途径推进，

如探索集团化办学、建立校企共同体、鼓励行业企业和

社会力量办学、共同承担教育任务等。寻求校企合作的

利益结合点，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校企合作的利益

共同体。只有校企文化互鉴互济，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

校企的共赢发展，实现校企文化的互动融合，才能促进

高职技术文化内核的生成。 

参考文献： 
[1] 陈云涛. 高职教育视域下的大学精神重构[J]. 高等教育研

究．2009(7)：61-65. 

[2] 徐国庆. 职业教育原理[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 查吉德. 高职姓“高”还是姓“职”辨析[J]. 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2009(8)：36.  

[4] 吴扬. 试析高职教育的文化冲突[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0(3)：29-31. 

[5] 朱新均. 未来 10 年，如何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N]. 中国

教育报，2012-1-4. 

[6] 王连清，张社字等. 职业教育社会学[M]. 北京：教育科学

出版社，2008：127，129. 

[7] Phillips Hughes. 为什么人人可接受 TVET 对达到全民教育

目标是必需的[J]. 教育展望（中文版），2005(2)：13. 

[8] 陈向阳，顾建军. 技术文化视域中高职教育价值的再审视

[J]. 中国高教研究，2010(10)：75-76. 

[9] 童山东. 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探索[A]//中国职业教书教育学

会 2006 年学术年会交流材料[C]. 2006.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9 年度教育学课题“基于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发展的高

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项目编号 09jyy029）；广州

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面上重点课题“广州市高职

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项目编号 09A153）] 
 

[责任编辑：余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