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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文化融合视阈下的高职技能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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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对于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日趋增加，高职院校肩负职业技能
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校企合作是提升高职学校学生专业技能的有效途
径，校企文化能够成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深层次推动力。文章针对校
企文化融合视阈下的高职技能人才培养策略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校企文
化融合在高职教育领域推行的重要性、校企文化融合视阈下高职技能人
才培养策略，旨在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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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将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作为主要目标，人才培
养目标的确定能够为制订人才培养计划提供引导方向，为迎合深
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工作要求，高职院校需要继续坚持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的教学路线，形成校企协同育人培养机制，从而逐
渐化解社会职业技能人才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的供需
矛盾。校企文化融合能够为校企合作的持续进行奠定基础，通过
文化融合背景，引导学生在理解校园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升对于
企业文化的适应能力，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
便树立职业精神，实现校企育人的深度融合，从而保证高职院校
能够按照企业的人才需求培养技术人才与创新人才，促进职业教
育的持续发展。 

一、校企文化融合在高职教育领域推行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具有自身的职业教育特征，作为高层次职业技术人

才培养的主要场所，需要迎合社会需要进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1]。
社会企业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对于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需求不断
提升，高职院校仅关注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已经远不能满
足现代社会的技能人才需求，学校在开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需
要重视职业技能实践，企业文化对学生的熏陶，能够使学生更为
深刻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以及自身技能在企业就业环节存在的
不足。 

通过实际调研分析显示，每年高职院校都会有大量毕业生进
入社会，但是在专业就业领域很多学生都会出现无法适应专业岗
位的问题，因而导致大批高职毕业生毕业便面临失业，或者迫不
得已从事非专业岗位工作的情况，学生无法实现学以致用，造成
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社会经济领域企业为提升自身综合竞争
力，都在积极进行产业升级改造，迫切需要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
进入到工作岗位，高水平技能人才的供需脱节问题成为困扰职业
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2]。导致学生无法适应企业工作岗位的
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生的专业技术掌握仅限于理论
层面，没有实现专业知识向个人技能的转化；另一方面学生长期
处于校园文化环境中，对于企业文化相对较为陌生，很多学生在
进入到企业之后，会感受到来自企业环境、工作氛围以及企业文
化的压力。为实现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需要高职院校能够发挥
教育主导作用，重视校企文化融合，让学生能够在学习阶段便对
企业文化有所认知，并能够逐步提升自身对于企业文化和工作岗
位的适应能力，以提升专业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 

二、校企文化融合视阈下的高职技能人才培养策略 
（一）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精神对接 
精神能够对人的行为活动产生重要驱动作用，精神文化也是

在物质文化中不断凝聚的意识形 ，学校开展教育工作，需要重
视精神对于学生思维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契合学生学习
的群体性学习行为特征，将精神教育和引导应用与人才培养理念
中，使学生产生主动学习、主动提高技能的主观能动意识。由于
很多高职院校学生都存在自制力较差的问题，在学习活动中也容
易出现松懈、倦怠等不良情绪和心理，而企业则需要员工能够具
有积极向上、持之以恒、拼搏进取的工作精神，学生如果不扭转
自身的精神状 和风貌，便会出现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情况[3]。
高职院校在职业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要重视企业文化精神与校
园文化精神对接，在校园文化中浸润吃苦耐劳、拼搏进取等内容，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观念与价值观念，引导学生学习行
为能动意识的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养成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学

习 度和学习习惯，适当在专业教学活动中应用挫折教育策略，
提升学生的抗压能力，以帮助学生能够具备有助于其在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职业精神。 

（二）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的深入融合 
物质文化是构建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础，为实现职业教育的人

才培养目标，还需要学校与企业能够实现物质文化的深度融合，
为学生的专业技术实践提供专业化实训平台。如果受到外界因素
影响和限制学生不能够进入到企业开展实训工作，可以将企业的
实际生产元素引入到校园实训场所中，让学生能够在实训活动中
真切感受到企业的生产环境与专业技术应用氛围，让学生能够在
实训训练中接受潜移默化的企业教育。教学资源相对充足的学校
可以直接将课堂转化为生产车间，以实现课堂教学与技术实训的
无缝衔接[4]。 

（三）将校园文化中融入专业技术的职业发展观念 
学生在学校学习环境中能够开展学习行为，但是进入到企业

环境中需要开展的是专业技术行为和职业行为，为树立学生的职
业发展意识，需要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应当将培养高素质职
业人才作为本质目的，在专业教学活动中优化课程设计，不仅需
要开展专业教学，还需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职业发展指导，让学
生能够在学习阶段便能够明确专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提升自身
的工作岗位核心工作能力作为学习重点，契合企业的岗位需求开
展教学和学习活动，使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的驱动下，形成服务
性人才培养机制，为社会提供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服务。 

（四）将企业文化的技能考评机制引入专业教学评价体系 
企业需要通过技能考评、薪酬制度、奖惩机制等方式调动员

工自主进行岗位能力提升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相应制度和工作模
式也是体现企业文化的典型方式。高职院校进行校企文化融合，
也可以将企业的技能考评机制引入到专业学习的教学评价体系
中，以学生的职业技能作为学科成绩的考评标准，引导学生能够
从社会就业与专业技能应用的维度进行专业学习，以促进学生专
业技能的持续提高，同时实现其社会就业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的
提升[5]。 

（五）校企深度合作保证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校企合作要实现深度融合，各方都应当发挥协同育人机制的

合作效能，共同建立“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制度”、“职业技能人才
培养体系”、“教育协同机制”、“教学诊断与改进制度”等，将技
能人才培养形成动 发展过程，及时发现高职院校在技能人才培
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以企业员工管理的角度进行培养机制和体
系的完善，从而形成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共同教育和引
导作用，以实现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 

结束语： 
高职院校在校企文化融合背景下开展教学活动，需要根据企

业对于职业技能人才的实际需要开展教学活动和内容设计。高职
院校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应当积极将企业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
构建体系，通过实现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精神对接、在物质文
化方面的深入融合、将校园文化中融入专业技术的职业发展观
念、将企业文化的技能考评机制引入专业教学评价体系、校企深
度合作保证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等途径，实现文化内涵对于学生思
维意识的引导作用，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高层次发展，提升学生
岗位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通过高等职业教育使学生能够真正实
现学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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