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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内容概要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对文化视野下的高职院校进行了宏观梳理，通过对高职教育核心价值的解
读，以揭示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及其研究的意义；接着重点放在开展高职特色文化建设研究上，即高职
院校“企业化”文化建设、高职院校“商业化”文化建设以及高职院校“网络化”文化建设，从而从
根本上来把握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和特色。根据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应注重的高等性、职业性和
应用性三个特点，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入手，探讨制定适应高职校园文化发展
的方针，寻求一条适合高职院校自身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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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宏观梳理：文化视野下的高职院校第一节 文化是什么：文化理念和文化视野一、文化的内涵
二、文化的理念与文化的视野三、基于“文化建设”的“文化管理”第二节 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解读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三、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第三节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
及其研究的意义一、组织文化与校园文化二、高职校园文化的相关研究综述三、高职校园文化含义的
界定四、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第二章 奠定基调：高职校园文化的特色锁定第一节 奠定基础：高
职院校“企业化”文化及其建设一、高职“企业化”文化及其实质二、高职“企业化”文化建设的基
本方针三、高职“企业化”文化建设的内容表征第二节 “在商言商”：高职院校“商业化”文化及其
建设一、高职“商业化”文化的基本内涵二、高职“商业化”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三、高职“商业化
”文化建设的着力点第三节 与时俱进：高职院校“网络化”文化及其建设一、“网络化”及其在高职
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二、高职“网络化”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三、高职“网络化”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
第三章 基本构件：高职校园文化的形态打造第一节 物质文化建设要立足区域，彰显职业特色、行业
气息一、高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一般认识二、高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三、高职校园物质
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第二节 制度文化建设要刚柔并济，突出产学结合、规训一体一、高职校园制度文
化的特性和作用二、高职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三、高职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第三节 
精神文化建设要多元兼容，弘扬行业品性、德技双馨一、高职校园精神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二、高职校
园精神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三、高职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第四章 规范对接：高职校园主体文
化的行为调适第一节 高职校园行为文化的实质和表征一、高职校园行为文化的内涵二、高职校园行为
文化的特点三、高职校园行为文化的整体调适第二节 高职学生行为文化的对接与调适一、提高人文素
质，规范基础行为二、修炼职业道德，规范职业行为三、高职校园学生行为文化建设第三节 高职教师
行为文化的对接与调适一、以道德引领点燃生命激情二、以搭建平台促进专业成长三、以尊重个性绿
化教育生态第四节 高职管理者行为文化的对接与调适一、甘当技艺的痴者二、甘为学生的伯乐三、甘
做名家的绿叶四、甘成行业的助手第五章 打造品牌：高职院校形象文化建设第一节 立体震撼：品牌
文化与高职院校形象一、高职品牌的内涵二、高职品牌的实质与意义三、高职品牌塑造相关研究的启
示第二节 “特优强重”：高职院校品牌专业的设置和建设一、专业设置与高职品牌专业建设的意义二
、“特优强重”：高职品牌专业建设的原则导向三、高职品牌专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应注意问题第三
节 平台构筑：高职院校品牌实训基地建设一、高职实训基地的存在问题与建设意义二、高职品牌实训
基地建设要处理好的三大关系三、高职品牌实训基地建设的基本原则四、高职品牌实训基地建设的工
作内容结语 打造和谐高职，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国制造”附录个案研究1 苏州评弹学校校园文化内涵
的深度挖掘个案研究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建设方案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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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网络将无数教师的最好劳动汇集起来，让所有的人尤其是学习者能够共享。教师将可利用
它们作教学课题，使学生们有机会进行探讨。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育再也不可能是从
前那种一言堂了——因为教师、学校不再具备绝对的权威了，学生将有更多机会在网上选择适合自身
兴趣与需要并为他们接受的教育信息了。教师现在成为课程设计者、学生的顾问、教练、导师、教育
与人才管理人员、职业实践者。现代教育技术，也使学生确立了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新的教学模式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自主参与性。由于网络引入课堂，学生不仅可以作为信息接收者，也可以
成为信息传播者。此外，开辟网上讨论室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创造的虚拟讨论交流的条件，可以使学
生有很多机会与同学、老师相互学习、讨论，形成多边互动关系。二是有利于个性化教育。自从班级
授课制建立以来，实践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就成为现代教育的难题。校园网络及其环境下的教学，
适应了高职学生的主体活动，使学生获得知识信息的进程有了个性化的现实。网络便捷的交互性，可
使学生找到适合的教师指导和同伴交流，从而更好地体现个性化教学。由于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便易
性，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有了大大提高。因为，网络的广泛应用以及教育内容的极大扩充与更新，使学
生将建立适合自身特点、条件的学习方式。学生将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不再按部就班地跟随
集体教学进度学习，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选择相应的学习内容、方式和进度；
学生的钻研精神得到培养，学习的依赖性减少了。网络时代，成绩优秀的学生，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
学习进度，加快学习的步骤，而由于长期的积累效应，学生很可能以较之传统更快的速度学习到大量
的知识、技能，尽早成才。而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也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更多的帮助，进行补偿教
育。由于学生将借助网络获取信息，教师也获得解放——他们不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备课、讲课、批
改作业，其主要工作将是全面地了解每一个学生，针对他们的个别问题，分别给予指导；针对不同学
生的个性，培养他们的爱好、情趣，不仅成为必要，也有了实现的可能。所有这些，将有利于缓解紧
张的传统师生关系，使他们的关系趋于平等，走向民主合作。教育不再是一种强迫性过程，它获得了
亲和力，成为学生乐于亲近接受的活动。　　⋯⋯

Page 4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