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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师范专业“文化 +”育人体系构建 
与实践研究

杨海涛 金 华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江门 529000）

【摘 要】 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做出许多深刻阐述。“文化+”
概念紧跟在“文化自信”概念之后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师范类专业培养
出未来更加优秀的师资，如何让学生更好传承优秀文化，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本文将以江门
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为例，探讨高职院校师范类专业“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希望能为高职院
校师范专业进一步完善育人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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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家们就非常重视文化理念

的传承对于育人的意义。

1.2 文化育人的时代内涵
进入新时代，文化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作用也是

有增无减。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到党的

十九大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在国家领导系列讲话中均有所体现，并赋予了新时代更

加与时俱进的内容。除此之外，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

中都提到“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强调要把“立德树人”

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这一教育理念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

常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教育目的都是促成教育对象

人格的全面发展。在党和国家对文化育人工作高度重视

的背景之下，文化育人体系的探索和构建是大势所趋，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  高职院校师范专业文化育人现状和问题

2.1 高职院校师范专业文化育人现状
2.1.1 分主题的文化育人体系探索与研究
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注重文化育人工作，各级党

政在文化育人的层面作了重要部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众多高校加大文化育人体系建设力度，在推进技能

教育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化育人工作体系建设探索。例

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枣庄

科技职业学院等学校均对高职教育背景下的文化育人进

行了研究和探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是较早倡导文化育

人的院校，从“主题 +”的角度文化建设进行了实践研
究，分别阐释了该院校制度、专业、校园、志愿、书香、

书院、传统、理论等八大主题文化的建设情况。这样的

实践意义深远，全面落实了素质教育，一定程度上矫正

高职教育功利化倾向，增强了高职院校文化软实力，有

利于高职院校发挥更大的引领辐射作用。

2.1.2 分元素的文化育人体系探索与研究
在各高职院校的文化育人实践中，针对不同元素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

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高职院校师范专业

肩负着为未来教育事业输送人才的重要使命，如何在专

业育人中加强文化与教育相融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优

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是高职院师范

专业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将文化分别与学风建

设、学生党建、专业建设、职业规划发展结合起来，构

建相对完善的师范专业“文化 +”育人体系，对于高职
院校师范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1 “文化 +”育人的历史源起及其意义

1.1 文化育人的历史源起
《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这是“文化”一词的起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是文化的终极目标。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人才培养，从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到现在教育体系强调的

“立德树人”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以来对于文化育

人的重视程度。

孔子是公认的中国教育界先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

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儒家文化是以“仁”为思想核心

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中有五常，即“仁、义、礼、智、

信”，是指个人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应该拥有

的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这也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育

人理念。其中，由孔子最早提出“仁、义、礼”，孟子扩

展为“仁、义、礼、智”，最后又由董仲舒扩展为“仁、

义、礼、智、信”。这“五常”是一脉相承的，贯穿于

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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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育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比较丰富。其中，主要的文

化育人元素研究包括公寓文化、军营文化、红色文化等，

关于职场文化、企业文化等也有所涉及，但数量较少。

张燕豪（2020）对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公寓文化育人
的路径进行了探索，该探索大力提升公寓文化在文化育

人中的实效性，通过提升师生对公寓文化的认知程度，

加强物质、环境、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建设环境建设。

刘晓龙（2020）从理论上对高职院校军营文化育人模式
的内涵、必要性及其建构进行了初步探讨，其观点认为

将军营文化引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是新时代背景

下高职院校不断改革育人模式与方法、强化文化育人的

有益尝试。周科良（2019）从强化领导科学布局、创新
模式深化内涵、挖掘资源本土改良、夯实基础创建平台、

利用网络营造环境等五个维度，系统探讨了培育高职院

校红色文化教育体系的有效途径。

2.1.3 分专业的文化育人体系探索与研究
在针对特定高职教育对象的文化育人研究和探索方

面，主要有针对医药类专业、酒店管理专业、农业类专业

学生的文化育人实践研究。王锐、龙钊（2020）从增强医
学生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以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为

例，从新时代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三个维度对推进文

化育人的路径进行了探析。张明洪、纪丹凤（2020）提出
构建专业育人、文化育人的“双育人”模式，既注重专

业技能培养，又注重文化底蕴提升，注重培养行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以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酒店

管理专业为例，探讨了在技能育人的过程中融入文化要

素，以此促进学生专业能力、人文素质的全面发展。

2.2 高职院校师范专业文化育人存在问题
2.2.1 体系构建仍不全面
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应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融

合的工作体系。现阶段，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

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针对特定教育对象的文化

育人研究比较少，针对高职院校师范专业学生文化育人

的研究仍较薄弱。另一方面，现阶段高职院校文化育人

研究与实践往往是“闭门育人”，未能结合院校当地实际

情况，利用当地文化资源。

2.2.2 模式建设有待优化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人才需求，对高校育人模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育人模式无法有效回应当今社会

对于人才的需求，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高素质师范类

人才的要求，倒逼高校改革优化育人模式。为适应社会

的快速发展和达到为社会输送优秀师资的要求，高职院

校师范专业文化育人模式的建设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2.2.3 育人成效有待提高
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只有在学生身上看到了成效，

才能发挥其真正的生命力。但是，从目前各高职院校的

文化育人体系构建情况来看，总体而言缺乏全局性领导

和整体性规划。现阶段的研究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理论层

面。实践出真知，理论研究只有结合实践看到了真实成

效，才能够证明其价值。而现阶段关于文化育人实践所

出的真实效果的研究分析还是比较欠缺的，一般只是关

于理论层面的研究，或者只说明了如何在某个高职院校

实践，却没有分析其成效。

3 “文化 +”育人体系构建的策略与路径

高职院校师范专业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在培育师范专业学生的过程中，尝试将文化育人融

入到学风建设、学生党建、专业建设、职业发展各环节，

构建有效的文化育人体系。

3.1 文化 +学风：以传统文化为核，增强学风建
设实效
提高学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培养

人才目标的重要条件，是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学

风建设作为高等院校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高等院

校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证。同时，学

风建设也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一，直接影响到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准，对于未来将担任教师的

师范类专业学生来说，其重要性更加凸显。高校是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接

棒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使命，将中国传统文化同高校学

风建设融合到一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高职院校师范类专业学风建设中，我们应该结合

专业实际和职业需求融入优秀的、积极的、正能量的中

华传统文化元素。例如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语文教

育专业对唐诗宋词进行早晚诵读，学前教育专业设置绕

口令及快板课程等，都是非常具有实际价值的尝试。高

职院校师范专业可以尝试构建“传统文化 8+1”育人体
系，将“读一系列经典名著、背三百首唐诗宋词、习一

门文化艺术技能、知传统二十四节气、行文化礼仪、讲

家乡文化特色、学一位历史名人、展示文化学习成果、

练一套传统武术”的系列活动有效融入“三早”活动、

到课考勤、学业预警日常工作中。另外，还结合传统文

化内容开展“4+2+2+3”经典诵读系列活动。“4+2+2+3”
是指“四时 +两节 +两会 +三风”，四时是学生早读时、
早操时、晚修时、上课时，两节是艺术节、书香节，两

会是迎新晚会、毕业汇演，三风是校风、系风、班风。

在学生日常早读、早操、晚修、上课时可制定相应诵读

计划，加入传统文化以及经典诵读内容，并开展相应经

典诵读活动；在艺术节、书香节等文化活动及迎新晚会、

毕业汇演等大型活动中，通过组织学生排练诵读、话剧

等相关文化教育节目，让学生真正在传统文化的魅力中

徜徉；在校风、系风、班风建设过程中，更要努力结合

中华传统文化来影响学生，让学生充分理解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3.2 文化 +党建：以红色文化为核，夯实学生思
想底色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结晶，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先进

文化。红色文化的弘扬有助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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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推动党建工作创新发展。随着各类社会思潮不断

涌现，主流价值体系也受到了较大冲击。如何让学生坚

定信仰，为学生引导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高职教育需要

重视的问题。红色文化教育是高职院校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的重要教学方式。

在高职院校师范类专业培养中，更应结合传统红色

文化、本土红色文化，科学合理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将

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优良革命传统发扬光大，引导学生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高职院校师范专业育人要积极探索教育

新模式，将红色文化融入党建工作。例如，江门职业技

术学院教育系则立足当地，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开

展“红色文化 8+1”系列活动，通过组织学生“书红色
感悟、唱红色歌曲、诵红色诗篇、学红色名人、观红色

影视作品、讲红色故事、演红色话剧、传红色精神”和

“我为祖国升国旗”等活动，形成红色文化与当地文化相

结合的工作模型，引导学生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自觉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中。

3.3 文化 +专业：以专业文化为核，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
专业文化是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核心，是校园文化

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但现阶段的高职人才

培养过程中，往往只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培训，而疏于

专业文化的培养，这样的人才培育方式容易引发人才培

养质量不高、职业后劲不足的问题。现代高职教育应该

培养既有高超专业技能、又有丰厚文化底蕴，并在行业

内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人才培养方案中若

能对所学专业的历史、内涵、意义等文化元素加以强化

和列入课程体系，必将促进学生对本专业的更深层次理

解，从而提高对专业的全面认识，并认可热爱自己的专

业。通过对专业文化教育，可以促进学生真正融入到本

专业学习中，有利于更好地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师范专业育人要结合师范专业人才培养要

求，深化学生管理服务，探索构建专业文化建设体系，

增强学生专业认同感与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提高专

业素养与专业技能。不同高职院校的师范专业分类也不

相同，需要针对各专业的不同特点来开展与专业相关的

文化育人活动。

3.4 文化 +职业：以职业文化为核，助推就业质
量向好
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是以就业为导向，与普通本科

院校相比，高职毕业生具有较明显的职业技能优势。用

职业文化教育影响高职学生，使其尽快成为“职业人”

是高职院校构建具有职业特色的文化育人体系的客观要

求。每一种职业都有其历史，并有行业内的大家或佼佼

者。对于高职院校师范类学生的培养，还需要结合职业

文化，引导学生在就职前后了解本行业先锋、本单位本

区域文化形成，有利于学生职业发展。

高职院校师范类专业学生的培养可将职业生涯规划

比赛作为着力点，加强职业实践平台建设，创新职业文

化育人模式，着力提升毕业生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能力。

首先，积极组织师范专业学生参加各项就业技能竞赛活

动，着力提升毕业生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能力。其次，

组织举办优秀毕业生插班交流会、考研交流会、职业心

理沙龙、职业生涯人物访谈、线上就业课、面试技能培

训、个人招聘简历辅导课等系列活动，从多维度提高同

学们的就业核心竞争力。最后，加强合作企业及院校沟

通联系，与校外企业集团共建产学研基地，组织企业开

展专业专场招聘会及宣讲会，与本科院校合作开展师范

专业高本衔接协同育人试点。文化与职业相融合，是高

职院校师范专业结合自身职能及学生成长需要来构建的

育人方式，可以使学生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目标并

提升就业能力，培育学生长远眼光，进而促进学生事业

长足发展。

5  结语

面对新时代教育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高职院校要紧

跟时代步伐，改革教育方式，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对于高职院校师范类专业培养来说，构建相对

完善的“文化 +”育人体系，将文化分别融入到学风建
设、学生党建、专业建设、职业发展各环节，是一种值

得参考尝试的做法。“文化 +”育人体系对于真正实现全
员参与、全方位覆盖、全过程教育的“点线面体”综合

教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更好地实现为国家培养更

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最终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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