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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
重大。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注重对学生的全面、高质量培养。而当下
高职生由于其生源构成大部分为高考失利的学生，文化基础本身也
相对薄弱。其中预科生的这类问题则变现得更为突出。加之就业等
大环境的影响，也使学生产生了急功近利的心态，从而只关注具体
实际操作能力，而忽略了对人文素养的培养。对于高职预科生的学
习来说，这无异于离本趣末，得不偿失。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导入
到高职预科教育教学中意义重大。

1  厚植文化涵养，促进语言学习
预科生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大一入学之前接受的一年专门的教

育，主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适应大学期间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授课的专业课。因此，各高职院校都从语言学习这个
目标出发，对语言各要素加以细化，开设相关听、说、读、写等
课程，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效果。

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不足，常常极大地阻滞教学
的进度，降低内容的深度，束缚教学实施的灵活性。许多教师在
具体授课过程中时常感到掣肘。从本质上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就是一门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各内
部要素层面。还应注意到与语言发生密切联系的其他要素。例如，
与该语言相应的文化是一定不能忽视的。

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 “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能离
开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
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一种语言与其相应的文化之间关系密
切。虽然许多学者对二者存在何种具体关系有多种不同的看法。
如“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1]“语言是文化的反映。”[2]“语言是
文化的凝聚体。”[3 ]“语言和文化局部交叉渗透。”[4 ]等。但无论
如何，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难以分割的紧密联系是确定的。语言
是文化的一部分。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学习一种文化。这也启示预
科教学必须重视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所以，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教学中应当积极导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深化了解，增强文化认同，提升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
积极主动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创
造了丰富绚烂的中华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中华文化已融入中
华民族的精神血液，是民族的生命所在。正如罗素所说，“中国与
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实体。” 中华文化对于
中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中华文化的这种重要性又该以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
崔新建在《文化认同及其根源》中指出，“文化认同是一个群

体对其共同文化的确认，该群体使用共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
的文化理念，秉承共同的思维模式，这是文化认同的依据。”因此，
预科学生必须首先加强中华文化的学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一定程度的掌握，继而认识其先进性，才能逐渐增强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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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情归属，从而促进预科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主
动性。

3  提升人文素质，培养健全人格
正处于青年时期的高职学生接受新信息能力普遍较强，但缺

乏理性客观的判断和取舍。当下社会大量新的信息、新的观念
层出不穷。近年来部分高职学生身上也明显表现出马虎浮躁、
崇洋媚外、骄奢放纵等不良行为素质。这不仅影响了学生个体
的精神完善和人生追求，也势必影响到以爱岗敬业、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为精神核心的大国工匠的培养。所以，高职教育
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实践的层面上。通过引导，增强对高职预
科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提高学生文化辨析能力，使
其成为有修养、有独立人格的人，有职业定位和职业信仰的
人，有益于增加社会正能量，推动实现和谐社会的人。

4   夯实通识基础，培养“大国工匠”
对于高职预科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也具

有更为特殊、具体的意义。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培养“工匠精神”的要求。

中国制造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人才的支撑，尤其是
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能型
人才的教育机构，应适应当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培养
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工匠精神”所要求的知行合一、敬业乐业、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德艺双馨等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并不是新近产生的，而是
内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推崇的一些优秀
的精神文化。

所以，高职院校应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转变长期
以来形成的只重视技能传授的教学模式，探索出一种将职业技能
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职业精神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
着力纠正浮躁功利、“偷工减料“、“差不多”等不良职业行为和
职业精神，培养综合性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输送更多优
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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