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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企合作下的中职校园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陈国霞

广西梧州财经学校  广西 梧州  543002

摘 要：随着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成为了现代新型职业教育的基本

办学管理模式，中职教育在强力推动“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创新的同时，特别关注行业、企业参与办

学和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校企文化融合”也正是校企合作的深度推进的具体表现，通过吸纳并融入先进企业文化，帮

助学生培养职业道德与职业行为，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素质，顺利地实现由校园到企业的跨跃，这是办好新型职业教育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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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二 2020

年 )》中，首次明确提出：“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

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并将之列入我国教育体制的重大变

革试验范畴。这一纲领性文件再次明确了中职德育的发展空

间与走向，也预示着在我国新一轮中职德育改革的浪头中，

校园文化与产业文化、公司文化的衔接将待深化。

一、对校企文化融合意义的认识

1.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的生产运营实践中，逐步形

成的，并被企业所有职工所接受与共同遵循的，具有本组织

特色的目标、意愿、经营观念、敬业精神、价值理念与运营

理想，并且这种理想的在生产运营实际、内部管理体系、职

工活动方面，和对企业外部形式的反映的总和。企业文化是

企业的灵魂，更是促进企业壮大的重要不竭力量。它承载了

企业十分丰厚的文化精神内涵，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与价值

观。有企业，也必然有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是能够

协助企业有效地实现目标、反之亦然。

2.校园文化，是全校师生在学校的发展中，所逐步形

成的包括学校最高目标、道德价值观、校风、优良传统、良

好习惯、行为规范与制度等内容的文化精神总和。中职学校

的校园文化是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

和人才培养方案，引导学生的全面素质发展，塑造情操，提

高专业文化素质，营造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3.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与无缝衔接，

是必然趋势。基于广西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背景下的大规模

人才研发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优秀的企业文化若能渗

透进职业教育中 ,将企业文化特色带进校园，走进课堂，使

师生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下，共同建设有产业文化特色的校园

专业文化，使其呈现出多元性，并在实践层面上实现创新和

拓展。

二、中职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1.校企文化融合浅表化

校企合作——这样的旋律并不是今天才凑响的，一直

以来，很多的中职学校在专业实践这方面都走这条路子，是

文化方面的融合，却只停留在服饰、标语、宣传栏等等此类

显性的物质方面的文化融合，缺乏了精神和价值观的核心融

合，师生没法在这些表层的物质文化中真正体现到企业文化

的精髓。教师则不能将企业优秀的文化提练升华为办学理

念、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生并不了解自身的职业发展特

点，也无法在企业文化中深刻地领悟到所学专门的职业道德

和职业操守，更谈不上职业生涯规划。这样的浅表化的校企

文化融合，没法从根本上将企业文化融合进校园，从而导致

了诸多的校园文化建设同质性，其实训基地、企业之间合作

机制也大同小异，无法形成各自特点。

2.对文化融合认知不全面

众所周知 ,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

技能型人才。但是在许多的学生眼里，即使是我们的老师也

会有这样的一个惯性思维，认为我们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

能动手会操作的专业或技能型人员。把培养的重点放在了后

半句，而忽略了前面部分，把“高素质”给省略掉了，把我

们的文化精神给省略了。实际上，早在 2014年的国家教育

部 6号文“改造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篇目中就要求，到

2020年职业教育要基本形成特色鲜明、动态调整的职业教

育课程体系。如果我们的校企合作仅停留在对学生的实际操

作这一层，而不去深入思考、挖掘企业文化的教育功能，其

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3.校企文化融合实践中重“才””轻“人”作为培养

一线生产技能型人才的中职学校 ,深刻体会到校企合作在专

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受“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念主导影

响，在教学中只注重技能方面的培养，要求学生在实践训练

中，快速地掌握所学专业的理论与技能，而忽视了“就业素

质导向”的存在 ,欠缺了职业教育的立身之本“立德树人”。

所以说，“强才能 ,轻为人”只能是服务学生当下，并不能

满足学生长久发展与社会未来变革的需求。

三、中职职业教育校企文化发展融合路径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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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求校企文化共同价值 ,凝聚文化育人合力

中职教师，成为社会文明的传播者，要坚持“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的职教办学发展模式，既要强“技能”，也要抓“素

质”，为社会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如何进行校企文

化的深入融合，第一，要深入探究企业文化内涵，找出企业

文化的精髓和精神内涵，把总结升华的企业文化精髓和学校

教育理念加以融合，进一步提练升华其办学理念、培养目标，

包括教学内容与方法，然后，找到企业与中职校园文化之间

的共通点，即 :(一 )共同的价值观，企业是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企业精神引导，学校则是以其作为教育的精神导

向；(二 )人文关怀，企业对员工的关爱，学校亦有对学生

的关爱；(三 )弘扬楷模，企业善于弘扬职业楷模，学校也

常规性地表彰先进等等。再，以此为切入口，吸收优秀企业

的文化精髓，强化学生的职业定向教育。

2.增强师生意识 ,共谋共同文化建设

在校企文化深入融合的过程中，师生作为主体，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必须要让全体师生有一个总体的

认识，由思想指挥行动，只有高度的认知才可共谋文化的发

展。作为中职教育工作者，要认清自己的教育使命，将优秀

的企业文化带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人心，培养与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锻练学生的社会和企业

的适应能力。创设具有职业特色的新型校园文化。作为学生，

在校企文化的双重熏陶下，接受特色的文化教育，如敬业精

神、责任心、质量意识、服务态度、团队精神等，在不断的

磨练中提高自身技术应用能力和综合职业素养，促进各项素

质的全面提升。

3.借助公司最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机制，进一步推动了

校企制度文化的相互渗透

企业管理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制度化的管理。学

校的制度文化是指从教育方针入手，针对学校的办学理念、

培养目标和学校的发展，提出了一定的标准和具体规范。它

的制定与实施是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保障。与企业的传

统制度文化相比，存在导向、制约与规范行为的功能。在校

园文化建设中，应积极引进企业文化理念，并借鉴企业文化

中的制度文化，逐步建立并健全符合适应社会、企业发展需

求的人才培养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包括教育教学、学生管

理制度、学校卫生评比管理制度，评优评先管理制度等方面

规章制度和规范，并编印成册。在教学和实训中将企业的生

产、管理体系等纳入到学校的制度文化之中，使学生养成和

公司相同的行为规范。

4.校企文化融合实践中实现“人”“才”并重

“立德树人”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也是学校教学工作

中的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立德树人，必然离不开

文化教育。在校企合作中，如果仅重视与企业技术层面上的

对接，则常常会忽视企业文化中重要育人因素的提炼，如企

业中的团队精神 ,吃苦耐劳精神、合作能力等各方面的优秀

品德，这都是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应当大力吸收的良好文化。

在强化学生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要注意传播和吸呐优秀

企业的人文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将企业文化教育作为学校教

育的整体规划，通过广泛开展多姿多彩的企业校园文化交流

活动，弘扬职业楷模的精神 ,使企业校园文化深入人心，而

不是仅停留于“一训三风”的简单解读，定期组织学生到企

业生产中实践，深入到企业生产的第一线，将其融入到员工

当中，从而切身体会企业精神 ,并将其溶于日常的具体活动

中，立榜样，树楷模，大力宏扬职业精神。

5.注入企业优秀物质文化 ,优化校园物质文化环境

校园是师生的活动场所，校园的自然环境建设，是最

能体现学校的文化特色和育人氛围。注入的企业优秀物质文

化，主要包括：(1)利用企业黑板报、橱窗、文化宣传栏、

文化陈列室等文化宣传活动阵地，经过精心布置，贴上具有

职业特点的标语、名言、学生作品、先进模范事迹、企业荣

誉之星、优秀教师和优秀毕业生的画像；(2)在学校主体墙

本上，制作出了醒目的“一训三风”；(3)在实训大楼的楼

梯和走道上悬挂着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专业名人的肖像和

介绍；(4)将企业实训室、理实一体教室根据企业的实际环

境加以布置，营造出仿真的职业气氛与环境，让学生走进实

习基地如同身临企业一线，让学生更多的认识企业，并形成

正确的职业观念。

结束语 :

校企文化的融入不仅要从物质的层面上融入，更关键

的是从精神上的融入，学校将优秀企业的人文精髓深入到校

园，学生在校企文化融入的熏陶下，将逐步形成符合现代企

业管理要求的信技术应用能力与综合职业素养，从而带动学

生各项素质的全面提高，帮助学生顺利地实现了从校园到企

业的 "零距离 "对接，这也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与行业发展

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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