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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职业教育在以提供质量为核心的发展阶段越来越注重质量文化的建设，而传统文化思想对质量文化

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在解读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概念和特性的基础之上，辩证地分析了传统文化思想对质量

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为如何汲取精华摈弃阻碍因素，使传统文化思想积极作用的发挥实现最大化提

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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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历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后进

入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发展阶段。然而，以提高质

量为目的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管理大多侧重在相关质

量监控、评估技术等技术层面。事实上，理想的教育质

量从根源上取决于积极的质量文化，而质量文化往往

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一、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概念及特性

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产生的高等职业教育这一

新型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概念

的复合。在《教育大辞典》中，高等职业教育指属于第

三级教育层次的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包括就业前的

职业技术教育和从业后的相关继续教育［1］。“第三级

教育”与“高等教育”同义，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

教育同样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本文所讨论的

“高等职业教育”概念限定在高等学历教育范围内。
“文化”的概念在逐步演化中形成了广义和狭义

两个层次。在具体研究中，通常采用狭义的文化概念

来取代广义的、宏大的概念。其中，一种狭义的概念将

“文化”定义为一种观念形态，一种非实体性的精神存

在，包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2］。“质量”同“文化”一

样，是一种非实质性的概念。“质量文化”源于企业文

化范畴，其核心是在企业内部建立一套价值体系，形成

统一的质量价值观念。将这一概念引入高等教育领域

则是指整个社会内部对高等教育质量形成的一种价值

观念和传统认识。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政府和教育

机构针对教育质量所设定的教育宗旨、管理理念和价

值取向，乃至在教育活动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

水平、行为准则、法律观念等都被归纳到“高等教育质

量文化”这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当中。事实上，不同的

高等教育机构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正如王建华指出

的: 对于大学，质量的载体则是多元的，由于个体差异

的绝对性，高等教育质量充满了不确定性［3］。
质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分为物质层面、行为

层面、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质量文化中的物质层面

指实体性的文化设施，意义在于使学生目之所及、足之

所涉、耳之所闻都能够受到浓烈的感染和熏陶［4］。通

过校内有形或有声的文化景观、教学硬件和实训场所，

高等职业院校可以营造其独特的学术氛围和育人特

色; 质量文化的行为层面以物质层面为载体，是高等院

校内部在制度层面的规范和约束下所采取的行为模

式，可以体现教职员工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与物

质层面相比，行为层面对质量文化的影响更大，因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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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基于相同的物质层面，质量文化也会因为不同的行

为模式而有所差异; 质量文化的制度层面是塑造行为

层面的主要机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中，具体指能够

体现高职院校自身质量文化的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以

及教师和学生行为准则的总和。任何一所高职院校都

希望能够有一套有章可循、行之有效的制度文化以便

进行有效的教学管理和保障教学质量; 质量文化的道

德层面即精神层面是处在最深层次的观念形态，指学

校和培训机构、领导和教师对质量监控共同具有的意

识、价值观、指导思想和目标等。质量文化建设的最终

目标也就是使所有参与者在精神层面上达成共识。由

此可见，构成质量文化完整体系的这四个层面相辅相

成，相互作用。
质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了高等职业院校

在长远发展中的文化自觉和生存意识。质量文化的各

个构成层面在面对变革时具有不同程度的察觉性和抵

抗性。处在质量文化金字塔最顶端的道德精神层面和

下一级的制度层面具有较低的易觉察性，一旦形成就

难以改变; 而处在底层的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具有较

高的察觉性，抵抗性较弱。事实上，这个四个层面的内

容很大程度上受到已有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这种

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二、传统文化思想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文化产生的积极影响

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技能人才是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本着这一目标，高等职业教育

质量文化精神层面的建设首先要树立优良职业道德的

方向标。高职院校的教职员工首先应具备优良的职业

道德，同时，要将优良的职业道德作为人才素质培养的

首要目标。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被推崇的优良职业道

德事实上源于我国传统儒家文化。首先，儒家文化主

张以“德教”为主，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教育过程中，人

的教育，人格的教育和养成都是第一位的。儒家文化

宣扬“诚实守信、礼貌待人、敬业、乐业、勤业和精业、
重义轻利”等道德品质和意识。在职业教育中，敬业

精神和意识是第一位的。作为未来的职业人，必须具

有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和追求科学的精神。
因而，高等职业教育要坚守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思想，

就需要高职院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将优良职业道德内

化为自身的道德情感和信念，再把这种情感和信念实

施于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贯穿整个质量文化体系。
职业教育人才素质培养目标中还要求集体主义和团结

协作精神的培养，而这种素质的要求源自传统儒家文

化中“群体和谐”的思想。在这种传统思想影响下，个

人才会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利益奉献自我。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墨家重视“直觉体悟和实际

经验”的思想为职业教育实践教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

础。墨子提出的根据历史实际、社会实际和人民大众

的利益三个标准去衡量知识是非的“三表法”也正体

现了职业教育重实施、重经验、重实践、重应用的特性。
例如，在职业教育中，社会需求是课程设置的出发点。
因而，在当今科技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形势下，根据社

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并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

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注重身心

的修养。同时，“相反相成”的思想确立了相反事物的

同一性。职业教育中知识与技能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

了两种思想的内涵。知识本位的职业教育课程观强调

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却不能用来指导职业教育

课程设置，因为职业教育强调的是实践技能和动手能

力。但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指导思想又忽视了知识为

能力服务的重要性。因此，按照“相反相成“的思维和

“人本主义”的思想，在职业教育中又提出了人格本位

的课程思想，强调学生不仅应具有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而且还要具有健康的职业心理、职业伦理。与此同时，

因材施教的思想在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模块化的职业教

育课程中，从而可以实施个性化教学。

三、传统文化思想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文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分析我国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的问题时

不难发现，一些传统文化思想的阻碍作用根深蒂固。
尽管前文指出“人本主义”和“相反相成”的传统

文化思想使高等职业教育确立了人格本位的课程思

想，但是，一些高等职业院校质量文化的定位仍有学术

偏移的倾向，从而导致职业教育过于学术化。职业教

育学术化是指一些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和处于高等教

育与职业教育边界的机构受到大学地位的吸引，为获

得与大学同等的地位而努力提供短期高等教育课程，

或者通过加强与多科技术学院的合作，然后进入高等

教育领域。职业教育学术化的主要表现为非大学机构

升格为大学，中等学校提升为中等后教育机构，短期的

劳动力培训项目纳入到高等教育机构中等［5］。这一

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传统文化下职业教

育处于劣势的地位。正如陈文新曾所指出的: 传统文

化中中重伦理、轻自然的习惯在人们的思维中仍然有

残留，因而没有给予职业教育重视和在社会中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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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民众普遍存在轻视甚至鄙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心

理。此外，职业教育内部的学科本位课程还比较突

出［6］。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的教育目的是培养

“君子”和“圣贤”，君子圣贤所掌握的“才”主要指从

政的才能，而不是用于生产实际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

能。因而，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高等职业教育遭

受歧视。
质量文化的制度层面涉及质量的标准化、质量规

范体系、质量奖励制度等要素。其中，行为及行为结

果的指导与评价依赖于标准化与规范体系，以检验质

量实践活动基本目标的实现状况，是否满足了既定的

需要或期望。此外，奖励制度则是对行为模式的激励。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象比类”的整体性思维模式

影响下，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制度层面表现出质量

管理缺乏自主性，学校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质量行

为准则等简单化或过于泛道德化，缺少对质量目标的

全面分析，导致了“想当然”的结果。“取象比类”中的

“象”就是思维过程中的工具，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

较，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

被推导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想当然”
便是这种思维容易导致的后果。而且，这种现象还源

于传统文化中理性思维的缺乏和只注“求用”不重“求

真”的弊端。因而，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质量文化制度

层面建设中会产生“东西效颦”的现象。例如，一些高

职教育教学及管理走的是模仿普通高等教育的路径，

而没有深层次地思考人才在社会上未来的就业、创业

情况，培养的人才质量无法满足生产第一线对实用型、
技术型人才的要求; 或者，盲目地仿效国外职业教育质

量保障规章制度，制度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

脱节。

四、加强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

路径与对策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定位不准确、办学特色不

鲜明、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和质量不高、教学方式陈旧

等质量文化问题，在探析传统文化积极和消极影响的

原因之后，迫切需要的做的就是要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摈弃阻碍因素，使传统文化思想积极作用的发挥得到

最大化，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建设，面向未来

的发展和挑战。
1． 树立正确的质量文化价值观

人才的培养质量取决于价值观念，专业课程教学

质量取决于教职员工的价值取向。由某种价值观念营

造的质量氛围对师生员工起到工作学习上、心理上和

行为上的约束作用。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精神层面的

质量文化建设重点应置于确立学校自身独特的价值观

念体系，包括独特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质量方针、质
量价值观及质量目标等内容。

在价值观念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首先对高等职业

教育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传统优良道德的回归教育。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道德精髓应该通过

职业教育进行传播和传承。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现代

文明道德的教育。此外，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价

值体系建设中有负面影响的传统思想应该被清除。例

如，“君子圣贤”之才的意义在职业教育中应该扩展为

适应历史、社会需求的职业技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

“施政之才”。要从根本上打破“学而优则仕”、“劳心

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影

响，确立正确的质量目标和人才培养质量方针。高等

职业教育培养的不再是仕途之才，而是紧应时代需求

的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技能人才。此外，提

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在社会中的地位、认可度和待遇

是消除错误传统观念的必经之路。
2． 确定科学的质量评价标准，进一步完善质量

管理和立法制度

作为文化型组织的高等学校，其质量结晶于组织

文化中。在质量保障与提升的过程中，不管是质量框

架、质量认证、质量评估还是寓于质量保障过程中的各

项技术、标准、制度，都蕴含在高校质量文化中。特别

是思想和态度的转变对质量的影响深远［7］。高等职

业教育质量文化具有多元性，包括生源多元化、教学管

理人员和师资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多元

化以及教育资源多元化，这些都使高等职业教育在质

量保障机制变得十分复杂。因而，不同的高等职业院

校确定行为准则、质量评价标准和质量管理制度的过

程中要摈弃“以象取类”的消极影响，避免不加分析的

效仿，通过理性思维的分析“求用”的同时还要做到

“求真”，找到适合自身特色的质量管理和评价路径。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趋势下，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的保障不能屈服于功利性思想，在不

加分析和不做对比的情况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质

量文化建设过程中，健全质量立法是政府和职业教育

机构工作的重点。在立法、执法过程中需要摆脱传统

文化中“道德教化”为主，轻视“政令刑法”的思想，强

化法律效力。
3． 合理融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构建人本主义

的职业教育模式

科学技术是立世之基，人文素质是为人之本［8］。
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核心是以人为本，即重视人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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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珍视人的尊严，同时关注人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指

导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既要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又要

合理设计职业教育所需的学科文化知识结构，使培养

的人才具有相对宽广的知识面，能胜任多种类型的工

作。此外，更需强调生活能力和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
传统的“相反相成”、“执两用中”和“直觉体悟”的思

维方式可以促进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合理融合，同

时又注重能力培养的人本主义职业教育模式的建立。
另外，在教学手段方法上发扬“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的优良传统。通过对课程内容、招生方式和资格对等

制度的变革实现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合理融通，避

免职业教育过度学术化倾向。
总之，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文化各个层面的建设

过程中，坚持并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必然

会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目标的实现，使质量保障走入良

性循环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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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a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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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a culture of quality is now considered as the core task for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ven
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may largely depend upon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nsure quality，such as evaluation and audits，i-
deally，educational quality has its root in an active quality culture，which is always deeply influenced by key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oncepts and the features of China'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this arti-
cle dialectically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ulture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propose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maxim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as．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as; a culture of 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