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总第 211 期） 

429  

职教探索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促进学生职业精神养成 
◆牛永超  李合英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河南洛阳  471002） 

 
摘要：校园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培养学生职业精神的一个必要渠道。文

章提出了举办各类社团活动、对在各类活动中的优秀人员加强宣传、发

挥专业班主任的专业教育作用、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校园文化艺术活动、

在校园公共区域展示各专业特色等做法，将职业教育特色融入校园文化

氛围，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受到职业文化氛围的熏陶，

强化其对职业、岗位的认知，从而形成职业精神养成和自我完善的良性

发展态势。 

关键词：校园文化建设；职业精神；养成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步转变为
人才的竞争，员工的职业素养备受企业关注，职业素质良好的员
工也成为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企业人事部主管普遍达成一个共
识——员工的知识储备和技能经验能通过实际工作得到锻炼，惟
有职业素养不能一蹴而就。它遵循既定的教学规律，需经系统严
格的教育培养才能逐步形成。 

在众多高职院校中，对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始终是思想理论
教育的关键部分。课堂教学只能完成职业素质教育的一小部分，
其它的内容需要学生在实践中反复磨练学习。因而，校园文化建
设是高职院校培养学生职业精神的一个必要渠道。具体可采取的
做法有： 

1.成立学生社团，通过举办各类社团活动培养职业精神 
如今，各高校的社团活动丰富多样。如，舞蹈队、曲艺队、

合唱团、乐队、礼仪队、文学社、书画社、梨园社、校园记者站、
校园广播站等文化艺术团体，以体育锻炼为主的各种球类、轮滑、
跳绳、散打、骑行等社团，以提高专业技能为主的创业创新类、
学术科技类团体，志愿者协会等志愿公益类团体，等等。加入社
团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掌控能力，
帮助学生找到努力完成工作的成就感，对其职业精神的培养更是
至关重要，它们有利于增进学生对就业市场的了解、树立正确的
就业观、拓展今后工作中需要的各种职业素质、推进院校和企业
的文化对接。 

以开展校园辩论赛为例，通过讨论一些有意义的辩题，既锻
炼了学生们敏捷的思维，也使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得以提高。学
生在讨论辩题时，要广泛查阅相关资料，或者通过团体讨论进行
头脑风暴。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并在与他
人合作的过程中培养了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而这些都是企业十
分看重的职业精神。 

2.坚持立德树人，对在各类活动中的优秀人员加强宣传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榜样不仅是一面镜子，也是一

面旗帜。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海迪、洪战辉为代表的榜
样教育，曾经在大学校园里备受追捧，对学生们的影响深刻。 

榜样教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与载体，它的激励
力、说服力、感召力和推动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尚，并且借助个体引领群体，从而使整个校园的风
气得以净化和升华。高校在各类活动中评选优秀人员，在一定程
度上就是确立榜样。在学生中开展评比，使学生习惯竞争，有荣
誉感，追求上进，这都是需要培养的职业精神。 

以评选“三好学生”为例，它的评选标准很科学，“德、智、
体”三个方面都是学生们在成长过程中应当不断完善的，这些素
养和精神也是将来在职业生涯中必须具备的。当选的学生能受到
鼓励和鞭策，对于其他学生又是一种激励和督促。 

再如“道德标兵”的评选，有助人为乐类、见义勇为类、诚
实守信类、敬业奉献类和孝老爱亲类，等等。这正是我们这个时

代所需要的，也是中国梦所提倡的，尤其在道德失范的今天，显
得更加难能可贵。这些平凡人、平凡事，是由广大学生自己推选
出来的道德模范，是大家身边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人和事。通
过评选“道德标兵”，挖掘和宣传学生身边看得到、学得来的道
德典型，可以引导他们见贤思齐、争先创优，促进职业素养建设。 

3.发挥专业班主任的作用，以多种形式的专业教育培养职业
精神 

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高职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他
们对专业技能的掌握不亚于一般的本科生，而且动手能力和适应
能力都很强。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人生阅历，这些学生自我管理意
识淡薄，怠于学习和做事，普遍表现出思维方式理想化、心理不
成熟等现象，对职业教育、职业素养以及团队协作、社会责任等
缺乏全面认识，这与现代企业高素质员工的要求相去甚远。 

学生在入学前，对大学情况并不了解，很难谈得上有明确的
专业方向。入学后，学生渴望及早了解本专业的具体情况和发展
动态，以便适时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目标。 

高职院校可从教育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认真研究学生的群体
特点，为每个班级安排一名具备专业背景、有一定科研经验的专
业班主任，引导学生解决其学习困惑，帮助学生及早了解本专业
所学内容和社会需求，培养职业精神，使学生从入学始就把专业
技能学习和职业精神养成结合起来，有效消除学习的盲目性，解
决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 

专业班主任的工作对象通常是 1-2 个班级的学生，就更有可
能及时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特点，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因
材施教，对学生学习、生活规划的指导更具针对性。 

在实践中，专业班主任的工作方式除了谈话谈心，更可以借
助现代通讯工具，以短信、微信、QQ、电子邮件等新时代下学
生喜好的沟通形式，及时有效地与学生沟通，在实现导学目的的
同时增进师生感情。 

4.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促进其职业精神养
成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
环境，活跃校园文化气氛，是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修养的有
效途径。举办寓教于文、寓教于乐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团队精神、艺术水平、文学修养和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同时使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水平、语言表
达能力、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等都得以提高。 

例如，举办迎新生或欢送毕业生文艺晚会、元旦联欢会、校
园歌手大赛、主持人风采大赛、时装表演、车模秀、书画展、摄
影比赛、舞蹈比赛、演讲比赛、礼仪大赛、辩论赛、板报评比、
文学知识讲座、专题征文等，这些文化活动像一个万能模具，引
导学生充分发挥其特长，塑造了很多能力卓越、个性突出的社会
人才。 

此外，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技能大赛，可让学生在耳
濡目染中体验、增强对企业理念、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以财
经类专业——会计专业为例，“小键盘录入大赛”锻炼了学生的
手指灵活性，应变能力和对数据的敏感度；“会计电算化大赛”
锻炼了学生成熟运用 T3\U8 系统的能力；“金手指花式点钞大赛”
锻炼学生胆大心细的能力；“神算子大赛”锻炼学生的计算能力、
速记能力、对账能力等；“会计知识大赛”锻炼学生对专业知识
的巩固和提升。 

5.推进校企文化融合，在校园公共区域展示各专业特色 
通过校企合作，高职院校可以尝试将企业的内部培训模式移植入
实训课程模块、选修课或社团活动之中，还可以在教室、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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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文化走廊等公共区域展示院校的专业特色、发展历史及现
状、优秀毕业生事迹等。 

以市场营 专业为例，培养学生的诚信经营思想，可借助实
训室/专业教室的文化墙建设对其加以熏陶。可采用以下做法： 

（1）在营 实训室/专业教室的内外墙壁上张贴营 名人图
片 

如，张贴“营 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管理学之父”彼
得•德鲁克，“市场定位之父”阿尔•里斯等营 大咖的头像，并
对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加以文字介绍，加深学生对营 理论的理
解；进行像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华为总裁任正非、海尔集团 CEO
张瑞敏、阿里巴巴 CEO 马云、华人首富李嘉诚、美国通用电气
前 CEO 杰克•韦尔奇等营 界名人的宣传，介绍他们的创业史、
营 名言和精彩营 策划案例，鼓励学生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
们重视产品质量诚信经商的做法。 

（2）张贴假冒伪劣或质量不合格商品及国家的有关处罚图
片 

如，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配方奶粉造成婴幼儿死亡或
身患重病的图片，地沟油、染色馒头、地条钢、烂尾楼等给消费
者造成危害的图片，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企业营 中如果缺乏诚
信，可能带来的各种损害，从而对其思想认识产生震动。将国家
对不诚信企业的处罚文件、不诚信企业的法人代表及相关负责人
被绳之以法的判决图片打印出来，在教室的宣传栏上展示，让学
生保持警钟长鸣。 

（3）在营 实训室设立真假商品鉴别展柜 
将生活中常见的假冒伪劣商品与正规厂家生产的同种商品

摆放在一起，让学生掌握商品质量鉴别的方法，并通过宣传假冒
伪劣商品给顾客造成的伤害，让学生认识到“经营好产品”对社
会的意义所在。 

总之，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职业教育特色，使学生在学习
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受到职业文化氛围的熏陶，强化其对职
业、岗位的认知，从而形成职业精神养成和自我完善的良性发展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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