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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心理培育的高职生文化
素养分层建构与实践

邱旭光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新时代现代产业的转型升级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单纯的技术技能的能力本位不能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文化素养成为新一代高职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素养。探索高职生文化素养培育的心理规律，从

分析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与分层出发，构建高职生文化素养分层培育的心理路径及模型，并依此设计相应的课程体

系，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将使文化素养的培育落到人的心理层面，有效实现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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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erarch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Based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Cultivation

QIU Xu-guang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odern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imply regard technical skills as the main ability cannot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

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has become the basic accomplish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law of cultivati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ul-

tural accomplishment, and to build the psychological path and model of cultivati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 accomplish-

men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ification of cultural psychology structure, and to design the corresponding

curriculum system accordingly. Therefore,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will be put to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of human

beings and realize education functio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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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提出“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

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对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培养数以亿计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进一步明确了未来

高职人才培养的素质导向。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从单纯的技能导向向职业素养与职业技能有机融合

转变，遵循职业教育的规律，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引

导，立德树人。新时代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使高职生文化素养的培育提到重要地位。文化素养

是人的综合发展的终结性评价表述，是学校教育和

成长环境的综合教育行为的结果，并以人的文化心

理状态如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

为习惯等为最终表现，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未来一

生的“行事”。教育是一个“文化-心理”的过程，

如何将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建构在心理层面，使之

成为潜意识化的心智模式和习惯性的行为选择，必

须深入探索文化心理的结构特点和文化素养培育的

心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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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分析

（一）文化心理结构

文化心理是人与文化共生的心理现象，文化的

价值信息或印记通过人的生物价值信息、文化遗传

因子等方式作用于认知主体，经过不断遭遇与选

择、共构，而形成具有稳定性的、个性化的、社会

化的心理状态。[1]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道德

情操、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人的文化心理

活动是主体从社会实践出发，在社会实践认知的基

础上，吸纳历史文化，经由主体的个性化认知和实

践评价，进而选择、加工、内化，上升为思维习惯

的过程。人们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文化作用于人

的心理的过程，人们的行为、态度、情感、思维、

价值取向等借助教育的方式和个人的经验融化为主

体的心理积淀。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个体生活的

历史首先受其生活的社区的环境影响，从他出生时

起，他的经验、行为就受到社区风俗的塑造，“到

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

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

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

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2]文

化心理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中生成，这种

在历史的经验中凝结、积淀下来的完形 （格式

塔），就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有学者认为：“文化心理结构是指特定民族在

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文化条

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和思维方

式的总和。”[3]这是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所作的实际

是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基于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

是教育的指向所在，因此对它的定义，也当从个体

的心理结构（图式）入手。因此，文化心理结构是

文化作用于个体的心理，而形成的整体性的自主认

知体系，它表现为主体知觉、思维、转换等内在的

心理行为、基本构架或构造，即完形。人的文化心

理结构一方面受到个体生理心理特征的制约，同时

又受实践经验和教育的文化性习染，共同构成潜意

识的情感、思维、认知等深层的心理倾向，产生内

在的文化遗传功能，体现个体对真、善、美的态

度。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具体结构，习染、

继承、选择、转换、积淀，影响主体对认知客体的

判断（评价）、选择，以及主体的认识方式，进而

影响到主体的认知成长。

（二）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与分层

从认识论角度分析，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以下四

个特征。

整体性。人的心理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

知觉到建构乃至表达是一个瞬时而系统的过程，格

式塔结构主义的核心就是整体性。文化心理的知、

情、意、行或者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审美

情趣、行为习惯等文化心理子系统是一个整体的

场，共同构成文化心理素养。各个子系统又各自包

含它们的构成要素，形成层次性子结构，各子系统

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发挥系统功能。

自主性。皮亚杰认为“一个一切结构的结构是

不会实现的”，结构不先于它们所依靠的实体，不

是结构“事先决定了动作和种种构造过程”[4]，主

体在建立其文化心理结构时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调节

作用，主体是一个功能作用的中心，它具体地、历

史地经验外界赋予的一切信息，在动态的不断建构

中选择、吸纳、组合时代发送的信息，即信息的存

在与接受是双向的、动态的、可选择的。

构造性。皮亚杰否定先验的上帝赋予的永恒的

“理念”，而将科学的认识论锁定在构造论，包括结

构过程的演化和文化积淀的原始的脱氧核糖核酸的

产物。文化心理结构的构造性不仅体现在结构的系

统性、普遍联系性，还体现在原生性层次性和组合

性。它以场模型或类似坐标图式的形式内在地建构

着规范、准则、标准、范例，支配着主体的一切认

知活动，既有着明显的文化经验倾向，又有着显著

的个性特点。

稳定性。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一旦成型，就

会对个体的认知活动和行为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制约

作用，这种制约作用是潜意识的、长久的，正如文

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一样。

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固执、迟钝、惯性是它的

外在表象。知、情、意、行自然而然地纳入主体一

贯的心理价值取向之中，文化心理结构始终支配着

个体的心理活动。

这四个特征共同影响着主体对知、情、意、行

的选择与表达，也就是说主体的态度最终受制于文

化心理结构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就表现

出什么样的态度。依据整体性、构造性特征进行结

构分层，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分为思维方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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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价值方式、行为方式四个维度的构成机制，

其中价值取向具有支配性“习惯”功能。也有学者

将文化心理分为表层结构、中层结构、深层结构三

个层次，这是基于文化分层的传统方法进行的分

析。将情感、意志和风尚习俗归于表层结构；将观

念归于中层结构，认为是理性积淀的结果所致；将

精神本质归于深层结构。三个层次有机统一，整体

地、历史地、现实地融为一体[5]。各个层次的形成

有着它的历时性、价值性和特殊性，也为文化心理

的培育提供了现实的实在性。

二、文化素养的分层培育与模型建构

（一）文化素养分层培育

基于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与分层，对于文化心

理的培育也具有分层培育的性质。将高职学生的文

化素养建构到心理层面，积淀为文化心理结构，需

要把握思维、情感、价值、行为四个维度，落实到

每个学生的知、情、意、行的自觉表现上来。作为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文化素质构成，人文素养、专

业素养（职业技能）、职业修养、隐性素养是“骨

与肉”一体的关系。人文素养、职业素养具有高度

的近似性，但在职业教育中处于不同的层次，人文

素养表现为人格文化，属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范

畴，即精神文化的培养；职业修养表现为职业文

化，职业品质和职业习惯，属于文化心理结构的中

层和表层范畴，即实践层面的文化培育。专业素养

（职业技能）着重于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是工匠精神与专业能力的有机合成，核心是职业技

能，可以称为匠心文化或专业文化，属于文化心理

结构的表层范畴。隐性素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受教

学文化或环境文化的影响，是学生文化素养潜移默

化得以成形的基础条件。四大素养从不同层面、不

同角度共同作用于高职学生知、情、意、行四个维

度的文化心理培育，促成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文化素养分层培育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这是

学校育人的本质特点。文化素养的分层培育必须从

课堂抓起，是因为职业教育的载体是知识，课堂是

教学的核心平台。人职匹配的高素质职业者首先是

职业的文化人，他们对职业的热爱既表现在懂专业

知识，又晓专业技能，心向往之与行而贯之是统一

的。课堂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石，显然要策划

好教什么、开什么课程、配什么样的教师、教与学

联动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等。文化素养本身也包含

技能，而技能就是素养的一部分。讲文化素养，离

不开具体的专业方向，有了专业支持，素养也会鲜

活而丰满；同样，讲技能，静态的技术只有能动的

人，通过有素养人的文化解读，技能才会有意义有

价值。

（二）分层培育的模型建构

鉴于文化心理是人与文化共生的心理现象，文

化心理结构属于个体的深层认识机制，文化的内化

需要借助教育行为、社会生活环境来达成，文化的

外显则通过思维、情感、行为来表达。文化内化的

过程既表现为受教育的过程，也表现为环境熏染的

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促成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高

职生文化素养的培育受文化心理结构的分层影响。

高职教育必须尊重文化心理的规律和高职教育规

律，实施文化素养分层教育。

依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征和规律，高职生

文化素养构成分为：人文素养、专业素养（职业技

能）、职业素养、隐性素养四个层面，也即四个子

系统。高职生文化素养分层培育的基本内涵为：人

文素养、专业素养（职业技能）、职业素养、隐性

素养四类素养培育的一体化设计，以达到使学生具

有良好的价值观、道德观、情感、思维方式、审美

情趣、行为习惯等文化素养的目的。该模型的设计

理念是：全程融通，即从学生入校到毕业，从课堂

教学到实践教学；全体融通，即全体学生、全体教

职人员，人人重视素养，人人展示素养；全面融

通，即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园到实践基地、合作企

业，从显性到隐性，使整个教育系统、教学环境处

处渗透着文化素养意识，展现工匠精神。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文化素养四个子系统的教育相互融合，

彼此渗透。高职生文化素养分层培育模型建构如图

1所示。

高职生文化素养分层培育的模型中，人文素养

所要达成的基本目标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人”。这个“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家

庭中的“人”，这个目标所要培养的文化是人格文

化，也就是精神文化。为达此目的，需要借助通识

课程的设计，以实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需要。专业

素养所要达成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

工匠精神，在技能上精益求精，对专业深入钻研，

具有熟练的、精深的专业技能。这个“人”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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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这个目标所要培养的文化是匠心文

化，也就是专业文化。为达此目的，需要通过专业

课程的设计，以实现人在工作过程中的社会要求。

职业素养所要达成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学生在企业

（或社会组织） 中的实践，熏染企业 （组织） 文

化，培养学生的行业规则、法律法规意识。这个

“人”是社会中的“人”、组织中的“人”，这个目

标所要培养的文化是职业文化，也就是实践文化。

为达此目的，需要通过实践课程的设计，以实现人

在社会工作中的适应性。隐性素养目标的实现，是

通过设计学生成长与生活的环境、改进教师的教

育、教学方法，使学生在一种优秀的文化环境中耳

濡目染、潜移默化。这种环境不仅是课堂教育环

境，更应该是校园环境、行业环境、社会环境，即

第二课堂环境。这个目标所设计的文化是教学文

化、教育文化，也就是环境文化。为达此目的，需

要通过隐性课程的设计，以实现人的潜意识的形

成、习惯的养成、文化心理的积淀。

三、高职文化素养分层培育的课程体系
设计

（一）课程体系总体设计

根据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结合高职生文化

素养培育的心理规律、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以及

文化素养分层培育模型，在高职生文化素养分层培

育理念指导之下，围绕学生素质、学生质量、职业

发展、终身学习等要求设置课程。课程设置采取结

构与模块相结合的方式，每个结构包括若干模块，

模块下包括若干课程。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和选修

两类。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平台课和职业技能课加

职业素养拓展课三大模块构成。

理论教学模块由通识教育平台课 （即通识课

程）和职业技能课（即专业课程）构成。通识课程

旨在系统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共同形成职业迁

移能力并渗透到职业技能的教育之中；职业技能由

专业基础能力、专业核心能力和专业拓展能力三种

能力构成，共同形成职业专业能力、专业素养，并

渗透到人文素养的培育之中。通识教育平台课由通

识课程必修课（整合传统的公共基础必修课）和通

识课程选修课（整合传统的公共选修课、素质拓展

课之类）构成；职业技能课由基础技能课、专业方

向课和专业拓展课构成。技能教育中渗透素养教

育，素养教育中贯通或者借助技能教育的因素。实

践教学模块主要由实践课程承担，实践课程包括校

内实训课程和校外实习课程（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以及理实一体、学做结合的课堂教学的“实

践”部分。旨在通过全面、系统的实践教学，培养

学生的职业素养。隐性课程的建构是广义的，涉及

学生在学期间学习和生活的一切过程，其中理论教

学和实践教学中教学文化的涵养和学校校园文化的

熏陶，是文化素养生成的环境因素和基础；为此，

还可以专门设计职业素养拓展课模块，以便有目的

价值观、道德观、情感、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等文化素养

目 标 评价指标 实施路径 课 程

人文素养 通情达理 人格文化
（精神文化）

指向人在社会生活
中的需要

深层结构 通识课程

专业素养 职业精神、工匠精
神、技能精益求精

匠心文化
（专业文化）

指向人在工作过程
中的社会需要

中层结构

专业课程

职业素养 企业文化、行业规
则、法律法规

职业文化
（实践文化）

指向人在社会工作
中的适应性

实践课程

隐性素养 成长与生活的环
境、教育的方法

教学文化
（环境文化）

指向人的潜意识的
形成、习惯的养成、
文化心理的积淀

隐性课程表层结构

知、情、意、行

图1 文化素养分层培育的模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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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强隐性素养对学生的影响，增强学生迁移能力

和环境适应性。职业素养拓展课模块可以加强校园

文化对学生的素质熏陶显性化、课程化，是一种新

的尝试。该模块设立两类选修课程：开放实训课和

跨专业技术课。通过三大课程模块和环境的有机融

合与共构，有效达成文化素养培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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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养分层培育课程体系

理论教学模块 实践教学模块 隐性课程模块

课堂教学
的“实践”

部分

通识教育平台课
（即通识课程）

职业技能课
（即专业课程）

通识
必修课

通识
选修课

基础
技能课

专业
方向课

专业
拓展课

校内实
训课程

校外实
习课程

在学期间学
习和生活的
一切过程

职业素养
拓展课

图2 高职文化素养分层培育课程体系总体框架

（二）课程实施中要解决的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通识课程建设是核心。高等职业教育通

识课程与传统人文素质课程、公共课程如何实现优

化整合？长期以来，将通识课程等同于校内原有公

共课程或是将通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相混淆的现

象在众多高职院校一直存在。明确三者的区别，并

进行优化整合，是亟待高职院校解决的重大问题，

也是文化素养分层培育得以实现的核心关键。而要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观念的转变，由能力本位的

高职教育观，提升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

观。十八大以来，立德树人，提高人民综合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在此理念

之下，重构高职生文化素养培育课程体系，才能培

育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技能人才。第二，隐性课程是难点。其中，学生

在学期间学习和生活的一切过程，在于高职院校校

园文化、第二课堂等学校教育、教学整体生活、学

习环境的设计；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教学文化

的涵养，则更多地来源于师资的内在素质，是整个

教育过程中的有机渗透；职业素养拓展课是对隐性

课程的有效补充，该模块考验课程设计者的文化素

养培育的系统设计水平，而不是“点缀”。第三，

实践课程易虚化。无论是校内实训课程、校外实习

课程，还是理实一体、学做结合，在实践操作的过

程中，文化素养培育环节常常被忽视，被“遗

忘”，而且这一环节也是实践与素养培育结合的难

点。因此，在实践教学环节，引导教师重视文化素

养培育，加强教师自身素养对学生的感染，帮助教

师提炼实践环节的文化素养元素，有意识地传导给

学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

邱旭光：基于文化心理培育的高职生文化素养分层建构与实践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