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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师发展是建设优良校园文化的内生力量，高职校园文化是影响高职教

师发展的场域力量，彼此间存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基于此，提出：高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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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育人文化；立德树人、理实一体的职业教育教学文化；德能兼备、工学结合的

职业教育学习文化，进而促进高职教师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相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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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是提高立德树人质量的关键举措，

校园文化建设是充分发挥“以文化人”和“以文

育人”优势的根本抓手，两者都是推动高职教

育“提质培优”、增强适应性的重要内容。然而，

长期以来，由于高职教育的特点，高职院校往往

关注技术技能教育却忽视了校园文化建设，学

界也鲜有对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制约

了高职院校办学内涵的提升。在职业教育大有可

为、大有作为的背景下，有必要梳理清晰校园文

化与教师发展的逻辑关系，探索构建有利于教师

发展的校园文化建设路径，进而促进两者的相容

发展。

1 高职校园文化与教师发展的内涵
阐释

参照罗宾斯对组织文化的定义，校园文化可

以理解为是以学校教师、学生等群体成员为主

体，共同创造的具有学校个性特点的物质形态和

观念形态的文化总和［1］。高职校园文化则是在不

同教育类型下，参与高职教育的教师（含兼职教

师）、学生、企业等多元主体，在技术技能人才

培育、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社会服务等过程中

逐渐产生并经过历史的筛选后，被大多数高职院

校教师、学生等成员所共同遵循的物质形态、价

值理念、行为规范及其活动结果的综合，具有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优势。具体而言，

高职教育由于企业、行业参与办学，带来办学主

体的多样，具有明显的类型化办学特征；培养目

标定位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际上是“高等

性”和“职业性”并存，因而高职教育中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是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求

教师具有“双师”素养，具备开展理实一体教学

模式的能力；培养的学生要知行合一，就需要学

生进行工学结合的学习形式，这些使高职院校的

校园文化具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体现在诸如

多元合作的办学文化、产教融合的育人文化、理

实一体的教学文化以及工学结合的学习文化。这

些文化特征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对教师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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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的影响。

教师发展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指教师

通过各种途径使自身综合素养、业务水平、身心

素质得到持续提高，既包括专业知识、专业素养

的增长、教学能力的提升等，也包括身心上的发

展。高职教师发展也是整体的概念，是一个个体

和群体全面提升的过程，具体体现在五个层面和

两种关系。第一、身心层面，除了身心健康外，

核心是师德境界的提升，关键是对教师职业的热

爱，根本是要热爱职业教育事业；第二、教育教

学层面，是要促进高职教师课程建设能力、课程

实施能力以及课程评价能力的提升，全面提高理

论教学和实践操作及指导的能力；第三、学术研

究层面，是要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根本上是要

“教研相长”，让科研服务教学质量的提升；第

四、专业实践，“双师素质”的特点就是体现在

专业实践和技术操作方面，是高职教师发展的重

要一环。第五、技术服务层面，教师要能够为企

业技术革新提供技术服务，为社会发展提供高质

量服务，包括技术研发能力、技术服务能力及技

术应用能力等。五个层面不是孤立的、封闭的，

而是全面的、系统的，彼此难以割裂、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两种关系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

而言，关注并促进教师在工作状态、师德师风、

身心健康、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发展；集体而言，

通过组建团队、改善工作环境、营造公平氛围等

促进教师发展［2］。

2 高职校园文化与高职教师发展的
逻辑关系

高职校园文化与高职教师发展看似是两个毫

不相关的概念，但彼此之间却有深刻的逻辑关

系，存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所谓相互

渗透是指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和高职教师发展之间

存在共同的因素，彼此相互交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状态，例如高职教师的发展最终是

要落实到教师专业行为改变上来，而高职教师专

业行为又是校园文化中行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谓相互作用是指高职校园文化与高职教

师发展之间并非是平行不相交的关系，而是相互

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简而言之，高职教师发

展水平能够提升高职校园文化的品味，高职院校

优良的校园文化例如办学历史中积淀下来的办学

精神、育人精神等能够潜移默化地促进高职新教

师的发展。反之，高职教师素养差、师德师风存

在问题必然会制约良好校园文化的塑造。

2.1 高职教师发展是建设高职校园文化的内生

力量

高职教师发展对高职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高

职教师发展是高职校园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高

职校园文化的发展关键是文化建设主体的发展，

一方面，高职教师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主

体，高职教师的师德品行、教学行为、专业实践

水平及个人在课内外的所有言行都是校园文化的

外在表现；另一方面高职优良校园文化的核心是

立德树人的文化，高职教师作为学校育人中的重

要主体，高职教师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教学的

效果，可见唯有促进高职教师发展才能提高高职

院校对教育教学的认知，才能让高职教师从潜意

识中表现出良好的育人行为，才能构建立德树人

的良好氛围进而形成优良的校园文化。其二，高

职教师发展是高职校园文化传承与改造的内在需

求。高职校园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会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学校办学变更之中有所弘扬和

舍弃，弘扬和改造校园文化需要一代又一代教

师的不懈努力，教师发展的“传 - 帮 - 带”从某

种层面而言也是校园文化的“传 - 帮 - 带”，唯

有如此才不会出现校园文化“断层”和校园文

化“无根”的现象。其三，高职教师发展是塑造

优良校园文化的内在支撑。“大学，乃大师之谓

也”，相比较高职校园文化的其他几个主体，高

职教师是促进学校发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

根本支撑，没有高质量教师发展就不可能有高质

量的教学水平，没有实实在在的“名师”“名匠”

为支撑，也难以塑造良好的立德树人氛围，优良

的校园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2.2 高职校园文化是影响高职教师发展的场域

力量

高职校园文化深刻影响着高职教师的教学态

度、发展意志、专业行为等，是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高职教师发展的场域力量。其一，高职校园文

化影响着高职教师的发展观念。高职校园文化具

有传承性和约束性，能够对教师个体特别是新聘

教师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例如高职

教师之间风清气正、见贤思齐，学校有重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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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风气，优良的校企合作办学历史，浓烈的

学术研究及创新氛围等这些因素都在无形之中影

响到教师的奋斗目标、信条和行为准则。其二，

高职校园文化影响着高职教师的发展动力。校园

文化具有激励作用，优良的校园文化往往能够鞭

策和激发教师的发展，例如，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历经了时代更迭、历史沧桑，凝聚了几代轻

院人的艰苦奋斗、执着追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品格和内涵丰富的“广轻精神”，包括自强、敬

业、求实、创新的精神，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广

轻教师不断地积极进取、敬业爱校、求真务实、

创优争先，激发自我潜能，激发广大教师的进取

心理。其三，高职校园文化影响着高职教师的发

展行为。高职校园文化具有规范和凝聚作用，能

够使高职教师自觉服从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

则，形成有效的“软约束”，例如校企合作育人

中涉及学生实践实习的环节，良好的校企合作制

度能够让教师有责任担当，能够躬亲指导学生，

而不会让学生成为“便宜的劳动力”。校园文化

中的行为文化能够促进教师对学校办学目标、发

展理念的进一步认识，能够激发教师产生“认同

感”和“归属感”，进而在行为上努力提升自我

素养，积极投入到学校的发展之中来。

3 建设促进高职教师发展的校园文
化

从高职校园文化的概念可见，高职校园文化

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体，从类型上大体可以分为办

学文化、育人文化、教学文化和学习文化。这四

类文化大体上涵盖了校园文化的内容。基于教师

发展是建设优良校园文化的内生力量，校园文化

是影响教师发展的场域力量的关系，高职院校可

以通过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类型定位的职业教育

办学文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育人

文化；立德树人、理实一体的职业教育教学文化；

德能兼备、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学习文化，进而

实现高职教师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相融发展。

3.1 构建中国特色、类型定位的职业教育办学

文化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

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年，教

育部启动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简称“双高计划”），目标是要建设一批引

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

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可见，坚持类型定

位是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原则。教

师作为“双高计划”建设的“第一资源”，只有

深刻认识了中国特色职教模式、职业教育的类型

定位和价值，才不会让自己的发展走向偏路。因

此，高职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和职

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引导广大教师践行中国特色

文化，担起类型定位的职业角色。第一，建设优

良的党建文化，提高教师的政治站位。高职院校

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优化学校的顶

层设计；充分建设教师党员支部，发挥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优

秀党员的“头雁效应”，引导教师积极进取，让

全体教师担当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职责。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校园文化

的内核，引导高职教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者。“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

道路”［3］，高职校园文化从根本上是要为社会发

展服务的，中国特色职教模式就需要体现中国特

色的文化，是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文化，是要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的文

化［4］。第三，提炼办学特色，增强教师的凝聚力

和荣誉感。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善于从学校的办学

历史中挖掘优良的文化，可以通过组建校史研究

团队，邀请学校任教时间较长的老师加入团队，

梳理清晰学校的办学脉络，每个历史时期的重要

教师代表等，并将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融入到校

园文化之中来，让校园文化能够与时俱进。除此

之外，可以建设本校校史馆并规定新入职教师必

须参观校史馆，进而传承学校的优良精神传统，

激励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善

于从学校的办学实践中总结办学成效、提炼办学

特色，例如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引导广大教师结合

自身所在专业（群）建设的实际，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实际，提炼出专业（群）的特色亮点。

3.2 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育人

文化

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文化氛围中能够促

使高职教师“双师”素养的提升，让高职教师在

潜意识中提升专业实践能力，达到润物细无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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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其一，高职院校应全面推动产教融合，引

进企业先进文化。高职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

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

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等方面开展合作，不仅要引进企业工匠大师，也

要引进支撑工匠大师成长的企业文化。其二，搭

建校企合作的平台，塑造注重实践的育人文化。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改革需要坚守的原则，也是

职业教育育人文化的重要体现，搭建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平台，充分利用平台，塑造校企深度合

作的文化，例如，设计“一体化”“三结合”“六

职能”的工作室建设框架，依托工作室组建校企

混编教师团队，将“产教融合”“寓教于研”和

“教师发展”互通互融，构建“双师型”教师工

作室的管理体系，推进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有

机结合，促进学生与企业的无缝对接等。其三，

高职院校应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形成教师企业实

践的制度文化。高职教师赴企业实践的宗旨是提

升自身“双师”素养，唯有完善教师赴企业实践

的管理、考核制度，形成相应的制度文化，才能

提高教师企业实践的效果。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

的办学实际，联合区域范围内的实力企业，共同

合作培育“双师型”教师，校企共同制定教师赴

企业实践管理办法，全面落实教师 5 年一周期的

全员轮训制度，鼓励高职教师带着“问题”到企

业，带着“技术”回课堂。

3.3 构建立德树人、理实一体的职业教育教学

文化

理论与实践教学能力的发展是高职教师发展

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障立德树人质量的根本举

措，构建良好的教学文化需要全体高职教师的共

同努力，同时良好的教学文化又能助推高职教师

教学能力的发展。高职院校可以从三个方面构建

立德树人、理实一体的职业教育教学文化。其一，

搭建分层分级的高职教师培养培训体系，营造注

重教学的氛围。高职院校可以依托学校教师发展

中心联合各二级学院（部）教师发展分中心，精

心打造“全成员、全周期、全过程”的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培训体系，根据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阶

段、技术等级，高职教师专业类型、岗位面向等，

分层次、分类型规划高职教师的培训课程。其二，

以项目为抓手，塑造重视教学改革的文化。开展

教学竞赛，探索“评 - 赛 - 建”的教学能力提升

机制，引导广大高职教师积极投入到教育教学改

革之中来。首先新聘专任教师必须完成教学能力

测评，测评合格后才能申请高职教师资格证。其

次通过组织 “金牌讲师”“说课比赛”“教学能力

比赛”及“微课大赛”等系列赛事，引导广大教

师注重自身教学素养的提升。最后以教改项目、

讲座、成果分享等形式支持竞赛获奖者推进“三

教”改革。其三，以团队建设为基础，打造教学

创新文化。通过引智聚才，跨界整合资源，建设

支撑服务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技术技能创

新服务高地的“强教学、强科研、强服务”的高

水平教师团队。依托团队建设，建立教学发展共

同体，各团队成员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与存量，

不同的思维模式，在集体备课、研讨、沙龙等过

程中，分享、交流、反思，进而激发出团队的创

新活力，形成教学创新的文化。

3.4 构建德能兼备、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学习

文化

立德树人是教师安身立命之本，“教学相长”

则是教师专业发展之本。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

逻辑起点是服务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培养，因

而高职教师只有融入学生、了解学生、掌握学情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有针对性地提升素

养，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学生的培育齐头并

进。高职院校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构建德能兼备、

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学习文化。其一，激发教师

改革动力，培养良好的实习实训文化。借鉴“双

元制”等模式，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

制试点经验，激发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动机，主动

邀请企业，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

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

学内容，按行业产业最新要求来强化学生实习实

训。其二，培育师生竞赛团队，营造良好的竞赛

文化。技能大赛的根本宗旨是要服务学生技术技

能的提高。通过技能大赛能够“以赛促教”“以

赛促学”，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高

职院校一方面可以依托制度建设，形成教师、学

生参加技能大赛的管理和激励办法；另一方面应

该加大投入，组建教师主导、学生参与的竞赛团

队，加强竞赛保障，形成全流程的竞赛服务局

面，从而让学生在竞赛中学习合作意识、技术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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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Realization Path Between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XU Qiongyan  

（ Guangdong Industry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0300, China）

Abstract: Teacher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s the endogenous force of constructing excellent 

campus culture, campus culture is the field force of affecting teacher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hey are interpenetration and interaction. Base on this, the article brings up the following point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w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 and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by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following cultures： vocation education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 

orientation; vocation educational culture with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 

& enterprise; vocation educational teaching culture with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heory-practice 

integration; vocation educational learning culture with having morality & talent and work-study combin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ampus culture; teacher developme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