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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理念、功能、要素三个向度解读了高职院校精神的内涵，分析了影响高职院校精神形成的四种

文化要素，并提出了高职院校精神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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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重视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

职教育也由此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数量上早

已占据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相对于

高职院校“量”的扩张，高职教育“质”的提升

却并没有得到相应加强，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鲜

明办学理念尚未完全形成，特别是与高职教育相

对应的高职院校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与彰

显。在当前大力推进内涵建设、做强我国高职教

育的背景下，培育什么样的高职院校精神对于引

领我国高职教育健康科学发展意义重大，事关高

职教育的本质探索与价值追求。 

  

一、高职院校精神的内涵分析 

研究高职院校精神，须先界定其内涵。本文

拟从以下三个向度对高职院校精神的内涵展开

分析。 
（一）本质内涵：基于理念向度的剖析 

大学精神是在大学理念的支配下不断升华

积淀而成的，所以尽管大学理念不同于大学精

神，但从理念的向度来剖析大学精神，必将有助

于我们认识大学精神的本质。大学理念是人们对

大学的总体看法和基本理念，主要包括核心理念

（对“大学是什么”的理性认识）、办学理念（对

“如何办大学”的科学回答）和教育理念（对“大

学如何育人”的科学回答）等。高职教育起源于

工业化时代，是基于产业分工对大量高级应用型

技术人才的需要而兴起的，我国高职教育在 20
世纪末大规模发展也是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相关。

一直以来，“什么是高职教育、怎样办高职教育”、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事关高职教

育本质的探索从未间断，而且随着我国高职教育

的深入发展而不断深化。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

型，高职教育有着自己独有的类型特点与办学规

律，高职院校如何摆脱过度功利化、工具性倾向，

顺应自身发展逻辑，追求高职教育的“职业性”

与“大学性”的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这是高职

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高职院校精神的

本质内涵。 
（二）基本内涵：基于功能向度的考察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大，大学精神作为一所

大学的精、气、神，是这所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

心所在，是大学基业长青的内在逻辑，对大学的

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作为一所大

学整体面貌、水平、特色及凝聚力、感染力和号

召力的反映，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支

柱，是大学师生需求、理想、信念、情操、行为、

价值和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志，也是一所大学办出

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活力的源泉和动因，是一

所现代大学凝聚力、生产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

源泉和动因。[1] 作为高职院校文化的精髓，高职

院校精神是高职教育发展的灵魂，是一种文化软

实力，也是一种发展竞争力，能彰显办学个性、

体现学校品位、引领高职发展。高职院校精神对

于高职院校犹如空气、水分、阳光对于植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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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发展的生命力与活力的源泉，对高院职

校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规范、凝聚和激励、熏陶和

涵化等作用。 
（三）特定内涵：基于要素向度的解读 
大学精神是一个内涵稳定、外延模糊、蕴涵

极为深广的概念，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具

体包括哪些内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诸如人

文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学术自由、大学

自治、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拼搏精

神、奉献精神等等，都分别被许多学者作为精神

要素而纳入到大学精神的内涵之中。对于高职院

校精神的要素内涵，不同的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见

解。如有学者将其解读成是“文化精神和技术精

神的和谐统一”，认为“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以

及进行技术开发是高职院校的重要功能和鲜明

特色，因此，技术精神是高职院校必须弘扬的一

种 基本的精神”，“文化精神相对于技术精神

来说，是首要的，是技术精神的不竭动力和力量

源泉”，两者可以相通相融，相互促进。[2]也有

学者从态度、能力、方式三个角度将高职院校精

神的特定内涵诠释为“职业情怀、经世济用和开

放协作”等。[3] 笔者认为，高职院校要重点培

育依托行业的职业精神、面向市场的职业态度和

服务社会的职业责任等文化和精神。因为，高职

院校精神较之传统大学精神，虽同构但异质，其

主要体现在高职教育具有自身类型特点与气质

的特定内涵。 
据上分析，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精神是高职

院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凝练而成的对学校发展

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核心价值观。 
二、影响高职院校精神形成的主要因素 

高职院校精神是高职院校在办学实践过程

中对其大学理念、组织价值进行内化、升华与不

断进行理论抽象与价值凝炼的结果，它的形成受

到各种精神文化的影响。大体而言，主要受到以

下四种文化要素的影响。 
（一）大学文化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首

先是一种高等教育，具有所有高等教育的基本特

质。因此，高职院校作为一种大学组织，理应具

有所有大学组织所应有的基本职能与特性，如组

织教学科研、开展社会服务，创新引领文化、传

承人类文明，此外更应具有所有大学所必须具备

的基本精神，特别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有些

人认为高职院校不像大学，就是因为有些高职院

校功利倾向明显、工具理性过度，只重视学生技

能的培养，而忽视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

育。高职院校一旦缺乏人文和科学精神，即使有

大学之名，也无大学之实，算不上真正的大学。[4]大

学之大，在于学生之大、学术之大，高职院校作

为大学组织，不是中专技校，也不是职业培训机

构，它是有着自己独有的大学文化基因的，这种

独有的文化基因就是大学精神，这是高职院校作

为大学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因

此高职院校精神的形成首先受到人文精神与科

学精神等大学精神文化的影响。 
（二）行业文化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职教育姓“高”

名“职”，职业性是其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显著特

征。因而高职院校在办学定位、办学方式、培养

模式等方面都与传统大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如在

办学定位上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

旨”，体现“依托行业、面向市场、服务社会”

的办学特点，突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

学方式与人才培养模式。所以高职院校在吸纳、

承接传统大学精神的同时，必须凝练能彰显高职

教育自身特点的高职院校精神，使高职教育找到

源于自己、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宿与价值追求。其

中行业文化、职业精神就是高职院校精神应凸显

的 显著特征之一，因为高职院校是应行业建设

需要兴办的，而每一行业都具有本领域的特性与

职业精神，学生必须熟悉、认同这种行业文化与

精神。因此培育高职院校精神必须从行业文化中

找寻精神因子。 
（三）地域文化 

我国疆域辽阔，地域间文化差异很大。地域

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其本身具有一种强大

的精神力量。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

实质就是地域文化对人所起的潜移默化的熏陶

作用，地域文化一旦被认可接受并深入人心以

后，就会对人的性格、价值、态度等产生强烈的

影响。如北方人粗犷豪放、南方人温柔和婉，就

是不同地域文化长期作用下形成不同地域人的

性格特点的鲜明体现。现代大学倡导开放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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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因而深受所处地域

文化的影响，高职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精神在

其形成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学校所处地域

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深深

打上地域文化的印记。高职院校作为本地域传统

精神与现代文明积淀、传承、发展、创新的基地，

应当提炼出富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文化精神，并从

中吸取先进要素，使之成为高职院校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4]

（四）传统文化 

每一所大学，都是从小到大、由弱转强一步

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凝聚着

一代又一代办学人的智慧和心血，所以，学校发

展的历史本身既是一部奋斗史、发展史，更是一

部精神史、思想史，是形成大学精神 重要的因

素。高职院校也不例外，它们所经历的发展历史

和办学传统，对于每一所具体的高职院校来说，

是独一无二、充满个性特点的，是其他学校无法

复制与替代的，这种惟一性，就是形成高职院校

精神特征 重要的元素，应当从中汲取养料。高

职院校要注意收集办学过程中的各种资料，特别

是发展关键时期的历史资料，如学校发展历史中

的关键事件（学校合并升格、迁址、校庆等），

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历任校长、知名教授、杰

出校友等），同时还要关注合并前几所学校优秀

办学传统风格的传承提升等，所有这些都是形成

高职院校精神 鲜活、 富有独特个性的源泉。 
三、高职院校精神的培育路径 

大学精神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须一

代代大学人的长期努力与精心培育。高职院校精

神的塑造、培育亦是如此。 
（一）凝练与提升价值理念 

高职院校精神的培育，核心是要解决价值理

念问题。其中带有本质意义的价值理念有两个：

一个是办学理念，即“办什么样的高职教育、怎

样办高职教育”；另一个是教育理念，即“培养

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在办学理念方面，

院长的治院思想至关重要，它对高职院校精神的

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与国外

高职院校相比，我们的差距不是在校园占地面

积，也不是在教学设施，而是在发展理念和对前

沿问题的把握上，也就是说差距不在外而在内

（精神）。高职院校精神的建设要靠院长先进的

办学理念来引领，需要在市场竞争中靠高质量来

铸造，而不是靠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形成的。[5]

因此要特别重视院长治院思想的总结凝练与提

升光大。在教育理念方面，核心是要解决育人问

题，其中关键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与怎样做

事，努力做到立德树人与全面发展有机统一。当

前尤其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 
（二）健全与完善大学制度 

制度建设是培育大学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和保障。制度安排是特定组织内精神与理念的外

在表现形式，而反过来，制度安排又培育和营造

了组织内部所特有的文化氛围，进而内化为组织

中个体的精神人格、价值诉求、理想信念和行动

取向，因此，要弘扬和培育大学精神，保证高等

教育持续科学发展，关键在于大学制度的创新。[6]

对于发展时间不长的高职院校来说，健全与完善

大学制度对于高职教育健康科学运行尤为重要，

是培育高职院校精神的关键。当前特别要注意加

强以下一些规章制度的建设：一是真正构建起 
“就业导向、能力本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并据此建立健全涵盖专业设

置、课程开设、师资队伍、基地建设、考核评价、

监督反馈等方面的一系列科学规章制度。二是切

实建立起覆盖所有工作环节的质量管理与责任

体系，健全涉及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人事、

财务、资产，事关领导、教师、学生等方方面面

的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落实工作责任，提高管

理效能。三是努力形成“校长治校、专家治教、

教师治课、学生治心”的统一运行体系，构建师

生关系和谐、管理科学规范、富有浓郁人文气息

的制度氛围环境。 
（三）建设与创新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培育、塑造与彰显大学精

神意义重大，是高职院校培育高职院校精神的基

础。首先要加强校风建设。校风是学术氛围和人

文氛围的结合，是大学精神的外在表现，是培育

与弘扬大学精神的“小环境”。[6] 校风主要包括

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其中关键是学风，当前

特别要注意学术腐败的问题。高职院校要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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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办学过程中业已形成的良好办学传统并使之

发扬光大，同时要大力加强师德师风与职业道德

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宁静致远的良好风气。

其次要加强校训、校标、校歌、校徽等校园精神

文化载体建设。校训、校标、校歌、校徽等校园

文化标志是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高度凝练与

概括，具有标识学校特色、凝聚师生员工、激励

师生进取的功能与作用。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这

些校园精神文化载体与标识系统的建设与运用，

让师生们从中领悟与接受高职院校精神的熏陶。

再次要加强校园特色文化建设。高职院校校园文

化建设必须立足“职业教育”特点，凸显“职业

性”特色，要正视高职办学目标与人才培养模式

的特殊性，将职业特征、职业理想、职业态度、

职业道德等职业所需的人文素养有机融入校园

文化活动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精神

和职业人格。如鼓励支持专业性、创业型学生社

团活动，培育打造基于职业特征的校园文化品牌

等。 
（四）累积与运用校友资源 

“建立一个新的大学很难，难就难在优秀校

友资源的积累”。[7] 校友特别是优秀校友是大学

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对象化产物，是大学的形象、

品牌，也是大学发展的重要资源。高职院校应积

极挖掘优秀校友的激励、示范事迹与所取得的成

就，并充分运用他们在大学精神塑造方面的重要

作用，如在校园内为杰出校友塑像、建立校友会，

不定期邀请优秀校友来校讲学等等。高职院校建

校时间普遍不长，更要积极主动地重视累积与运

用校友资源，充分发挥他们在塑造高职院校精神

中的重要作用。如有些高职院校开办校友课堂邀

请杰出校友来校演讲，还有些高职院校发动校友

建立思源基金帮困助学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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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 Spirit 

MA Fu-you 

（Dep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ingbo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 Ningbo 31501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probe into a viable access to cultivating the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 spirit by interpreting 

its concept, function and elements involved. It, therefore, emphasizes the four major cultural components constructing the 

spirit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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