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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石倩

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通过梳理文化育人理论内涵，剖析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实践成果、现存问题及制

约因素。从理念、内容、载体、机制四方面提出创新路径，涵盖构建“产教融合+文化浸润”理

念、融入地域文化、利用数字化平台创新载体、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并给出强化顶层设计、深化

产教融合、挖掘地域特色等对策建议，以推动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创新，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创新；职业教育

引言

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化育人作

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

学生价值观、提升职业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具

有深远意义。黑龙江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

基地和教育大省，其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文化育人模式的创新不仅关乎学校自身发

展，更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关键。

然而，当前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仍存在

诸多问题，亟待探索出符合区域特色与职业教

育规律的创新模式。因此，开展黑龙江省高职

院校文化育人模式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育人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文化育人是以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

等为内核，深度融入教育教学，通过文化滋养

塑造受教育者，推动其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

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具备职业性、实践性与融合

性特征，聚焦职业岗位需求，借助实践教学与

校企文化交融，实现价值引领、人格塑造、技

能提升和文化传承等多元功能。国外在文化育

人领域起步较早，美国通过通识教育体系将文

化价值观融入课程教学，德国依托“双元制”

教育模式着重培养职业精神 。国内文化育人

研究近年来发展迅猛，但在高职院校范畴内，

契合区域特色的文化育人模式创新研究尚显

薄弱，特别是黑龙江省这类地域文化资源富集

的地区，其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的特色化发

展路径亟待深入挖掘与探索
[1]
。

二、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现状

分析

黑龙江省部分高职院校在文化育人方面

已展开积极探索并取得成效。黑龙江职业学院

将“匠心文化”贯穿人才培养，开展“工匠大

师进校园”等活动培育工匠精神，同时借助红

色文化资源打造教育品牌；哈尔滨职业技术学

院推进校企文化融合，共建产业学院，还挖掘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设特色课程
[2]
。然而，当

前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仍存在诸多问

题，理念层面，部分院校对文化育人重视不足，

缺乏系统规划；资源层面，校内外资源整合欠

缺，难以形成育人合力；特色层面，对地域文

化和职业教育特色挖掘不深，模式趋同、竞争

力弱。此外，政策支持、区域文化融合和师资

力量等因素也制约着文化育人模式创新。专项

政策与配套措施不完善、资金资源投入不足，

影响工作推进；院校对地域文化研究不深入，

未能实现与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文化育人师

资队伍薄弱，教师文化素养与育人能力不足，

缺乏复合型专业人才，难以满足育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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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

创新路径

（一）构建“产教融合+文化浸润”育人

理念

打破传统教育理念桎梏，树立“产教融合

+文化浸润”育人理念，需以校企协同为纽带，

实现职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深度交融。如浙江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西门子共建智能制造产

业学院，将西门子“精准高效、持续创新”的

企业文化嵌入专业课程体系，企业工程师与学

校教师联合开发“工业 4.0 案例分析”等特色

课程，学生在参与真实工业项目时，不仅掌握

技术技能，更在企业管理规范与创新文化的熏

陶下，培养出严谨的职业态度与创新意识
[3]
。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与阿里巴巴合作

开设电商订单班，将阿里巴巴“客户第一、拥

抱变化”的企业价值观融入日常教学，通过模

拟电商大促、企业真实项目实训等形式，让学

生在实战中感受企业文化魅力，增强职业认同

感与责任感。此外，院校还可通过举办“企业

开放日”“职业文化节”等活动，搭建校企文

化交流平台，将职业精神、工匠精神融入校园

生活，实现文化育人与专业教育同频共振，培

育兼具专业素养与文化底蕴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二）融入地域文化

黑龙江省高职院校应深度挖掘东北抗联

精神、北大荒精神、冰雪文化、少数民族文化

等本土资源，融入文化育人全过程。黑龙江林

业职业技术学院以抗联精神为引领，组织学生

前往杨子荣烈士陵园、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

开展现场教学，通过实地参观、聆听故事，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锤炼意志品质。

哈尔滨体育学院依托冰雪文化，开设冰球、

花样滑冰等特色课程，举办校园冰雪节，设置

冰雕设计、雪地定向越野等项目，提升学生文

化自信与创新能力。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聚焦

少数民族文化，开设达斡尔族曲棍球、鄂温克

族驯鹿文化等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授课，组

织学生参与鱼皮画制作、桦树皮雕刻等实践，

举办文化展演，增强学生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与民族自豪感，推动地域文化在职业教育中的

传承创新。

（三）利用数字化平台、校企合作实践基

地等

创新文化育人载体需充分发挥数字化技

术优势，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育人模式。在数

字化平台建设上，可参考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的实践，该校打造 VR 红色教育基地，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还原井冈山革命场景，学生佩戴

VR 设备便能“置身”黄洋界保卫战等历史现

场，获得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同时开发在线

文化课程，邀请专家学者录制非遗技艺、传统

文化等专题视频，学生通过手机端即可随时随

地学习。

线下加强校企合作实践基地建设。如黑龙

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建集团共建实践基

地，学生在真实建筑项目中不仅提升专业技能，

还能深入了解企业的安全文化、工匠精神。此

外，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形式，湖南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举办的“汽车文化节”，设置汽车改装

大赛、汽车历史讲座等环节，将专业技能与文

化传承结合；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

“大国工匠进校园”讲座论坛，邀请航空领域

工匠分享经验，激发学生对职业的热爱与追求，

多维度提升文化育人实效
[4]
。

（四）完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文化育人评价与激励机制，是推

动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工作行稳致远的关键。在

多元评价体系构建上，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引入华为、腾讯等合作企业，从职业素养维度，

依据企业岗位标准对学生项目实践中的创新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进行考核；通过社会调研

机构收集用人单位反馈，评估学生道德品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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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性；同时开展学生自评、互评及教师

评价，多维度衡量学生文化素养与实践能力，

全面诊断育人成效。

激励机制方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设立

“文化育人先锋奖”，对开发特色文化课程、

创新育人模式的教师给予专项奖励，并在职称

评定中优先考虑；针对学生，推出“文化之星”

评选活动，对积极参与非遗传承、红色文化宣

讲等活动的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学分奖

励和物质表彰。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则将文化育

人成效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占比达 20%，通过

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激发师生参与文

化育人的积极性，形成良性互动的育人生态
[5]
。

四、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

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保障

为推动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

创新，政府与学校层面需协同发力。政府应出

台专项政策，设立文化育人专项基金，例如可

参考广东省设立职业教育专项发展基金的模

式，支持黑龙江高职院校开展师资培训、课程

开发等项目；制定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政策，

激励企业参与文化育人，如对与院校共建产业

学院、开设文化实践课程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

并建立评估考核机制，保障政策落地。学校则

要将文化育人纳入发展规划，如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成立文化育人工作委员会，统筹各部

门力量；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将文化育人成效

纳入教师考核，定期举办文化育人成果展示活

动，像开展“匠心文化节”“红色文化主题月”

等，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育人格局，提升文

化育人实效。

（二）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协同育人

为深化产教融合，黑龙江省高职院校应从

校企合作与课程开发两方面发力，将企业文化

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在加强校企合作方面，

可借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共建“华为信

息与网络技术学院”的经验，通过共建产业学

院、订单班等形式，在校园环境中融入企业元

素，如设置企业发展历程长廊、职业技能展示

墙等；邀请企业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参与

教学管理，像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企业工

程师参与实训课程指导，传递先进技术与理念；

同时组织学生深入企业实习实训，感受真实职

业氛围，培养职业素养。

在课程开发上，鼓励企业深度参与，依据

岗位标准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例如，无锡

职业技术学院与西门子合作开发智能制造课

程，将企业创新文化、职业精神融入教学内容，

增加企业真实项目案例；建立校企联合评价机

制，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考核，确保人才培养

契合企业需求，实现职业素养与文化素养并重

的培养目标。

（三）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品牌育人

模式

黑龙江省高职院校可整合红色、冰雪与少

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构建特色育人模式。在

红色文化思政教育中，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

院以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为内核，开发

《龙江红色历史与精神传承》课程，编写本土

教材，并组织学生前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罪证陈列馆、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开展现场

教学，通过沉浸式参观、主题演讲等活动，厚

植学生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依托地域特色文化，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开设冰雕设计、雪地竞技等课程，举办冰

雪文化节，开展冰灯制作大赛、雪地足球联赛，

提升学生文化创新与审美素养。黑龙江民族职

业学院聚焦赫哲族鱼皮画、鄂伦春族桦树皮制

作等非遗技艺，开设手工艺课程，组建社团并

开展传承工作坊，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民族文

化魅力，增强文化多样性认知与民族自豪感，

推动地域文化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

（四）优化育人载体，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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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高职院校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建

设与多元校园活动结合，创新文化育人模式。

在数字化平台建设上，借鉴江西软件职业技术

大学经验，打造 VR 红色教育基地，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还原东北抗联战斗场景，如“四保临

江”战役，让学生沉浸式体验红色历史，增强

教育感染力；开发在线文化课程，将冰雪艺术、

少数民族文化等内容制作成慕课，学生可随时

在线学习；建设虚拟文化展馆，全景展示黑龙

江地域文化、职业文化成果。同时，借助抖音、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推送文化育人短视

频、图文，扩大传播覆盖面。

在校园文化活动方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

院邀请大国工匠进校园开展讲座，分享职业成

长故事，培育学生工匠精神；举办“非遗文化

周”，邀请赫哲族鱼皮画、鄂伦春族桦树皮制

作等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设置技艺体验区，

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定期举办校园文化

艺术节、科技文化节，通过文艺展演、技能竞

赛等活动，营造浓厚育人氛围，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五）健全评价机制，保障育人实效

为提升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质量，

需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并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在

多元评价体系构建上，可参考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的做法，邀请合作企业如金华本地的新能源

企业代表，依据岗位标准，对学生在实习项目

中的职业素养、团队协作能力等进行考核；通

过发放社会调查问卷、收集用人单位评价等方

式，了解社会对学校文化育人成果的认可度；

同时组织学生开展自我评价与小组互评，如在

课程项目结束后，学生通过撰写反思报告、互

相打分等方式，剖析自身学习成长情况。

在定期评估方面，黑龙江职业学院每学期

开展一次文化育人工作专项评估，制定涵盖文

化育人目标达成度、学生满意度、社会影响力

等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学生对文化

课程的评价数据、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等，总

结育人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若评估发现学

生对地域文化课程兴趣不足，则及时调整课程

内容，增加实践环节，确保文化育人实施方案

不断优化，持续提升育人实效。

结语

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创新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

各方的共同努力。通过理念创新、内容创新、

载体创新和机制创新，构建具有黑龙江地域特

色和职业教育特色的文化育人模式，能够有效

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

的进步，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文化育人模式还需

不断探索和完善，以适应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发

展的需求，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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