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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系统分析文化教育的内容、方法及其对高职学生文化认知和身份认同的影响,本文揭示了

文化教育在塑造学生文化观念、增强民族自豪感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

文化教育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其文化素养,还能有效助力学生明确自我身份,增强社会责

任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于文化教育的高职学生培养策略,以期为提高高职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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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impact of cultural education on the 

cultural cognition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key role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shap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cepts, enhancing national pride, and promo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cultural education not only broadens students' cultural 

horizons and enhances their cultural literacy, but also effectively helps them clarify their self-identity and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cultivation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cultur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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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文化多样性日益凸显,中国文化在

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高职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身份确认不仅关乎个人成长,

更关系到国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然而,当前高职学生在文化认

知和身份认同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如文化认知浅薄、身份认同模

糊等。因此,深入研究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中国文化认知与身份

确认中的作用,对于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明确身份认同的

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 文化教育内容与高职学生文化认知 

1.1中国文化教育内容概述 

中国文化教育在高职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内容广泛且深

入。它不仅囊括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等传统领域

的知识,还紧密融合当代文学、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现代元素。

通过课堂讲授与专题讲座,学生得以系统学习文化知识；文化实

践活动则让学生亲身体验文化魅力。此过程不仅加深学生对中

国文化底蕴的理解,还培养其文化自觉与自信。同时,跨文化交

流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国

文化,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传承者[1]。 

1.2文化教育对高职学生文化认知的影响 

文化教育对高职学生的文化认知产生着深远影响。系统学

习中国文化使学生深入了解民族历史、传统与价值观,这不仅增

强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还促使他们在面对现代文化时能

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展现出创新能力。文化教育拓宽了学生的

文化视野,使他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能理

性分析文化差异与冲突。此外,通过学习经典文学、欣赏传统艺

术,学生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培养了高雅的文

化品味与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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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教育与高职学生身份确认 

2.1身份确认的概念与意义 

身份确认是个体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对自我角色及归属感的

清晰认知与坚定确认,对高职学生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它不仅是

个人成长与职业规划的基石,还深刻影响着学生社会责任感与

民族使命感的塑造。高职学生通过身份确认,能够明晰自身在社

会结构中的定位与职能,这促使他们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投入到

专业知识学习与技能实践中,为职业生涯的稳步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同时,身份确认强化了学生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使他们深

刻体会到自身文化背景与身份标识的独特价值,从而更加珍惜

并尊重这份文化传承[2]。 

2.2文化教育在身份确认中的作用 

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身份确认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通过深入传授中国文化和历史,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深刻

领悟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与辉煌历程,进而强化其民族身份认

同,激发学生珍视并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同时,文化

教育紧密围绕专业培养目标,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

养,逐步塑造学生的专业身份形象,使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形成独

特的知识结构与技能体系,为未来职业生涯的明确规划与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此外,文化教育还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与

志愿服务等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社会需求,明确自身

社会角色与责任担当,从而更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

机统一。 

3 基于文化教育的高职学生培养策略 

3.1课程体系构建 

3.1.1在基于文化教育的高职学生培养策略中,整合文化资

源并优化课程设置是核心环节。为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教育课

程体系,需广泛挖掘并有效整合校内外的丰富文化资源,这包括

但不限于图书馆藏书、地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国

内外文化交流项目等。课程体系应涵盖中国文化概论等基础必

修课程,以奠定学生扎实的文化理论基础；同时,融入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等课程内容,使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应

用。跨文化交流课程的设置,则旨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与跨文

化沟通能力。此外,为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未来职业发展,

应提供诗词鉴赏、书法、茶艺等多样化的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兴

趣驱动下深入学习。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灵活调整同样至关

重要,需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学习兴趣及未来职业规划进行动

态优化,确保文化教育既具有深度又贴近实际,为学生全面发展

与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3]。 

3.1.2强化实践教学,提升文化体验。强化实践教学是提升

高职学生文化体验与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博物馆、历史文化

遗址及艺术展览的实地参观,能使学生直观感受中国文化的丰

富多样与深厚积淀,这种身临其境的学习方式远比课堂讲授更

为生动深刻。为深化学生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应定期举办文化

主题班会与文化沙龙,鼓励学生分享个人感悟,促进思想碰撞与

知识交流。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则让学生在服务中体验文

化的传播力量,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 

3.2教学方法创新 

3.2.1引入情境教学,增强文化沉浸感。引入情境教学法是

提升高职学生文化教育效果的重要举措。该方法通过精心模拟

诸如古代宫廷生活、传统节日庆典等特定文化场景,使学生能够

身临其境地领略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应灵活运用角色扮演、互动问答等多种教学手段,充分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参与积极性,使他们在主动探索中深化

对文化知识的理解。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科技,巧妙融合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等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打造一个既真实又

生动的文化学习环境。这些技术不仅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让学生

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还能通过视觉、听觉等多感官刺激,

极大地增强文化的沉浸感与体验度。 

3.2.2利用信息技术,拓宽文化学习渠道。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极大地拓宽了高职学生文化学习的渠道与方式。网络资源

的丰富性使得学生可以轻松访问到涵盖各个文化领域的在线课

程、数字图书馆以及专业学术资料,这为他们提供了不受时间地

点限制的学习机会。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有效利用这些资源,

鼓励他们进行自主探索与深度学习,通过查找资料、观看讲座、

参与在线讨论等方式,逐步培养起独立思考与问题解决的能力。

同时,信息技术的互动性也为文化学习带来了新的活力。社交媒

体与在线交流平台的广泛应用,为学生搭建起了一个即时沟通、

分享见解的舞台。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在这些平台上就特定文化

主题展开交流与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见解,倾听他人观点,

从而在思想的碰撞中深化对文化的认知,拓展文化视野。 

3.3校园文化营造 

3.3.1举办文化活动,营造文化氛围。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文

化教育的重要实践平台,通过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文化节、文艺

晚会、书法比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能够有效展

示学生的多才多艺与独特风采,还能在校园内形成一种积极向

上、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学生,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投身于文化学

习之中,不断探索与发现文化的魅力。文化活动在促进学生个人

成长的同时,也扮演着增进友谊、加强团结的重要角色。在活动

中,学生们相互协作、共同筹备,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

信任,还培养了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这种基于共同兴趣与目标

的友谊,往往更加深厚且持久,为校园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温情与

活力。此外,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进行文化讲座与学术交流,是

拓宽学生学术视野与文化视野的有效途径。这些专家学者以其

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生带来了前沿的学术

动态与独到的文化见解。学生们在聆听与互动中,不仅能够加深

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还能开阔国际视野,了解不同文化的

独特魅力与共同价值。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培养学生

的全球意识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4]。 

3.3.2加强校企合作,拓展文化实践平台。校企合作作为高

职教育的显著特征,为拓展学生文化实践平台、提升综合素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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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重要途径。通过与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构建文化实

践基地,学生得以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专业技能,将所学文

化知识应用于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种实践不仅

限于专业技能的提升,更在于让学生亲身体验企业文化的独特

魅力,理解企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在未来的职业

生涯中更好地融入并贡献于企业文化。文化项目合作是校企合

作的又一重要形式。学校与企业围绕特定文化主题或项目展开

合作,学生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仅能够学习到项目管理、团队

协作等实用技能,还能深入了解社会需求与文化发展趋势,为将

来的文化创新与传播奠定基础。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促进了学生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使

他们成为具有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此外,校企

合作还促进了学校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与互动。通过定期举办文

化交流活动、企业开放日等,学校能够及时了解社会需求与行业

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确保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 

3.4评价体系完善 

3.4.1建立多元化评价机制,注重文化素养评价。多元化评

价机制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将其在文化领域的创作作

品、参与的文化实践活动以及展现出的文化交流能力纳入评价

范畴。文化作品,如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是学生文化素养的

直接体现,能够反映他们的审美情趣与创新能力；文化实践活动,

如志愿服务、文化考察等,则体现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文化

传承意识；而文化交流能力,则在学生与国际友人、不同文化背

景人群的互动中得以展现,是其跨文化沟通与合作能力的重要

标志。为确保评价的全面性与客观性,多元化评价机制还应采用

自评、互评、师评等多种评价方式。自评能够促使学生进行自

我反思与总结,明确个人优势与不足；互评则鼓励学生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培养团队协作与批判性思维；师评则基于教师

的专业视角,对学生的文化素养与综合能力给予专业指导与认

可[5]。 

3.4.2鼓励学生自我评价,促进身份自我认同。鼓励学生自

我评价,是促进其身份自我认同与文化素养提升的有效途径。自

我评价作为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学生更深

入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价值观以及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当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精心设计的教

学活动,激发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鼓励他们主动进行自我评

价。教师可以在课堂讨论、作业反馈、项目汇报等环节,融入自

我评价的元素,引导学生从文化理解、技能掌握、团队协作等多

个维度,对自己的学习表现进行客观分析。这种自我评价不仅有

助于学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与特长,从而增强自信心与

自我效能感,还能帮助他们正视自身的不足与短板,为后续的学

习与成长指明方向。为进一步提升自我评价的效果,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开展小组讨论与分享交流活动。在小组内,学生可以就自

我评价的内容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共

同寻找改进的方法。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

与情感交流,还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为学生身份自我

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支持。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中国文化认知与

身份确认中的作用,揭示了文化教育在塑造学生文化观念、增强

民族自豪感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基于研究

结论,本文提出了基于文化教育的高职学生培养策略,旨在为提

高高职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有益参考。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的不断进步,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培养中的

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我们应继续深化文化教育的研究和实

践,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明确身份认同的高素质人才贡

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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