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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温家宝同志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 “对于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经济建设
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具有重大意
义”。当前，我国正处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时期，迫切要求加快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武汉市也明确提出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宏伟目
标。作为 “肩负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职责的中等职业教
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
调动全体职教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开展课题
研究，实施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武汉市职业教育界，有一群热心教科研改革的职教工作者，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实行 “教产合作、校企一体、工学结合”，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实践和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００７年，武汉市财贸学校由一次校企合作引发了教师们的自
主思考和探索，一场以 “准企业化”管理模式在教育教学中之应用
的改革在全校展开。２０１１年，在市教育局的大力倡导下，该校和
其他１３所学校一起，申报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
会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教学改革与教学建设专项课题和武汉市教育
“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这个课题从 “校企文化有效结合”、“班
级管理模式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学校
管理制度创新”五个维度进行了扎扎实实的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来自中心城区和新城区以及工科、商贸服务类职业学校的校
长、教职工共计３００余人，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研究，并得到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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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所、高校专家和企业人士的鼎力支持。
目前，课题研究工作已经结题，并获得课题研究一等奖，这本

《准企业化管理环境下育人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也正式出版了。我
衷心希望本书对职业教育工作者能有所启迪，希望有更多的教育研
究者和企业关注职业教育，更多的教师勇于实践和探索，把研究成
果与广大职教工作者分享，并付诸实践，努力促进我市职业教育又
好又快的发展。

武汉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　靳雁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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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篇





第一章　校企文化有效结合的思考

准企业化管理环境下校企文化渗融的有效途径

徐紫燕

（武汉市旅游学校）
【摘　要】 在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将优秀的企业文化渗融

并对接，构建具有鲜明 “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实现职业学校
“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实现学生零距离就业，创设一个贴近
企业、符合中职学生发展特点的准企业化管理环境下的新型育人环
境，从而增强学生的职业素养，培养出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素质劳
动者。

【关键词】 中职学校；校园文化；渗融；途径

在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强化建设中渗融对接优秀的企业文化，构
建具有鲜明 “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使学生从入学起就在一定程
度上了解、熟悉并认同企业文化 ，有利于学生毕业后角色的顺利
转换，对于实现职业学校培养 “技能型”人才的目标，实现职业学
校毕业生与就业零距离衔接非常重要。因此，作为职业教育工作者
必须深入探析企业文化的特点，强化职校文化中的企业元素，研究
优秀企业文化与中职校园文化渗融的有效途径，创设企业化管理的
新型育人环境，使中职学校培养出受企业欢迎的高素质人才，大大
提高中职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中职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１．文化氛围中缺乏中职特色，个性不足
当今职业学校文化的薄弱环节就是未能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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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不鲜明，未能凸显 “职业性”，培养出的学生职业意识不强。
大多数中职学校的校训是 “勤奋、求实、团结、拼搏、刻苦”等字
样，纯粹效仿普通高中校训，能够鲜明体现职业学校专业特色的内
容则明显不足。

２．校园文化缺乏现代气息，与企业文化渗融不够
专业发展的动态现代信息较少，墙壁、橱窗上挂的和班级黑板

报上写的大多都是传统的名人名言，如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这与改革年代 “时间就是金钱，质量
就是生命”、“外树形象、内强素质”、“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
找工作”等企业文化相比，职业意识和现代气息明显不足。

３．企业文化元素不充实，脱离市场
综观目前的中职校园文化现状，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忽视

了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机结合。中职学校的办学宗旨是 “以市
场为导向，以就业为目的”。中职学校与企业的联系最密切，中职
教育的教学过程始终离不开企业，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也不应该
闭门造车式地疏远企业。因此，在中职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渗融企
业文化，这样的中职校园文化才是完整的、有特色的。

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上述不足，其实质是我们的
教育观念、方式、手段落后于现代社会要求的具体反映。它们削弱
了现代素质教育的力度，冲淡了职业教育的特色，不利于学生成为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利于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校企文化渗融的重要性

职业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中职教育其实就是就业预备教
育，学校教育目标定位就是培养服务生产一线的初、中级技能人
才。中职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必要的专业操作技能，还要培养学生
适应社会、企业并在社会、企业中生存、发展的能力，逐渐缩小校
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距离，使职业学校的学生从入学起就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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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了解、熟悉并认同企业文化。让他们今后能顺利地从学生角色
转变为企业员工角色，从而达到零距离就业的需要，即 “下得去，
用得上，留得住”，但从实际看来，不少中职学生还不习惯于这种
要求，在 “２＋１”培养模式的第三年，在企业实习期间，面对全新
的与校园文化氛围差异很大的企业文化氛围，由于心理准备不足，
不适应一线的工作岗位———下不去，所学的知识与工作实践脱节
———用不上，不适应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留不住，学生角色不
能立即转变为企业员工角色，导致毕业与就业的磨合期变长或被淘
汰。

因此，校园文化建设应该顺应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优秀企业
文化和中职校园文化深度融合，使学生在思想上实现无缝对接，有
利于学生毕业后角色的转换，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着力培养学生良
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迅速适应企业环境，有利于中职学校培
养出受企业欢迎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大大提高中职学校的核心竞
争力，实现中职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校企文化渗融的现实意义

１．零距离就业的需要
企业需要的毕业生是能够顶岗的一线工人，这也是用人单位的

普遍要求。事实上，很多毕业生刚上岗，不适应企业管理环境或者
被企业淘汰，并不一定没有胜任职业岗位的知识和能力，而是由于
缺乏适应企业管理和人际关系的能力素质，无法在企业的环境里找
准自己的位置，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所以，中职教育
不仅要教会学生必要的专业操作技能，还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企
业并在社会、企业中生存、发展的能力。学校管理育人的手段方法
与企业管理的手段方法往往差别很大，学生没办法通过学校的管理
行为领会到企业管理。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也是
与企业组织生产活动不同的东西，校园文化氛围和企业文化氛围有
非常大的差异，学生不能通过校园文化感受到企业文化。比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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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纪律性要求和工作态度的严谨，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如果
没有长期的养成教育，很难适应企业的这种制度文化。这些差异与
限制导致了毕业生不能顺利地从学生角色转变为企业员工角色，从
而达不到零距离就业的需要。这就要求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吸收
企业文化的元素，从先进企业的文化理念中吸取有价值的元素，使
之成为新的校园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逐渐缩小校园文化与企业文
化的距离，使职业学校的学生从入学起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熟悉
并认同企业文化。

２．培养职业学校学生良好职业素养的需要
企业挑选学生往往是从长远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的，他们选择人

才看中的不仅仅是学生拥有的文凭和技能证书，更看重的是其职业
素养，即个人基本素质、基本职业技能及职业精神。企业认为学生
除了应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和心理健康素质外，用人单位更看重学
生是否具有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职业意识；严谨负责、一丝不苟
的职业纪律；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良好的职业素养将
大大促进就业进程与成效。这种职业素养仅仅通过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是无法形成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职业文化氛围来陶冶学生，让
学生在校园文化生活中逐渐感受和了解，潜移默化地规范自己的思
想和行为，并接受这种职业素养要求。传统的校园文化显然已经不
能适应这种需要了。

３．职业学校特色和品牌建设的需要
通过引入企业文化可以强化师生员工的集体荣誉感、认同感和

归属感。通过形成共同的理念、价值观、行为规范，能充分发挥教
职工、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能使各部门协调统一，形成互动。
标准化、规范化、个性化的视觉综合设计，则能让师生员工有耳目
一新、朝气蓬勃的感觉，激发师生员工的士气，增加学校内部的凝
聚力，从整体上提升学校的形象。这样才能使学校像一块磁铁，不
仅能留住内部的优秀人才，而且能广泛吸纳社会的各类贤才，为职
业学校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发展空间，步入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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