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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视域下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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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的五大职能之一。论文以“两个结合”为研究视域，立足高职院校的实际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首先，从重要性和必要性探究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回答“为何传承”。

其次，分析概括职业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心，回答“传承什么”。最后，针对当下高校传承文化实践活

动的成绩与问题，提出传承的路径对策，回答“如何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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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re one of the five major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The paper takes “integrate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ies and the bes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uphold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irstly,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y inherit”. Secondly,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foc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to inherit”. Finally, in response to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current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 activities in universities, propose strategies for inheritanc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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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两个结合”，即“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对“两

个结合”进行了全面系统阐述。在 2023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特

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并提出“在新起点上继续推

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

新的文化使命。高校作为文化教育机构，“文化传承创新”

是其五大职能之一，也是国家发展对高校提出的要求。作为

高职院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深入把握“两个结合”这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断增强主体性意识，积

极践行推动高校文化传承，自觉肩负起具有高职特色的文化

传承发展使命。

2 为何传承——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价值

2.1 指向“全面化”育人目标，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的应然要求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的文化传承实践总

是与文化育人活动相伴而行。高校通过文化育人可以促进学

生思维的培养、人格的塑造和价值的养成。而高校在文化传

承实践中，也会为大学生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服务

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会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

讲信修睦等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为高职大学生启智增慧，能

够激励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面貌投身社会实践；会为职

业院校的学生在专业技术上注入精益求精的精神与爱岗敬

业的品质，有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会通过内容多样和

形式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有助于引导青年大学生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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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所以，

高职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

服务促进职教学子的成长成才的应然要求。

2.2 强调“类型化”特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的必然要求
在 201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总

书记鲜明提出，“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的重要论

断，并为高校践行文化传承指明了方向。同年，教育部印发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7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均为高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了政策指导。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修订并开始实施。从《方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均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自此，职业教育向着“类型教育”方

向转变。而“类型化”特征也成为贯穿职业教育始终的重要

特色，表现在文化育人与文化传承方面也如此。从人才培养

来看，高职教育肩负着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历史使命。这就意味着高职院校在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时也要突出职业教育“类型化”特征，这是不

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内在要求。

3 传承什么——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所蕴含

的价值取向、思想智慧与道德境界，深刻体现着中华民族的

历史传统，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力量。职业院校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基于其“适应性”要求，就传承内

容来讲，总体上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3.1 培根铸魂的地域文化
2024 年 1 月 11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针

对职业教育发展，会议指出，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

力。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首先体现在教育内容和形式要符合国

家、产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从人才培养来看，职业教育的

培养目标是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环境

的滋养，不同的高职院校位于不同的城市区域、处在不同的

地方文化传统中，地方文化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通过挖掘整理、传承发展地域文化，并将其精神内涵

融入校园的文化育人中，能够为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奠定文化基础。例如，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将苏商

文化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培育“厚德崇文”的新商贸人才；

而处在北方能源区域的神木职业技术学院将历史英雄文化

融入文化育人实践中，弘扬忠勇的英雄文化精神，培育扎根

基层的能源化工人才等都是通过传承发展地域文化达到培

根铸魂的育人目标。所以，职业院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时，要聚焦区域发展，传承好代表区域特色的地域文化。

3.2 启智强技的工匠文化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职业教育

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对

高职院校来说，在文化传承中，最具有职教特色的莫过于启

智强技的工匠文化。

在历史上，中国是工匠大国，工匠文化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工匠文化根植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其所蕴含的敬业品质、诚信思想、忠诚

品格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

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工匠文化又被赋予了更多新的时代内

涵，如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等。职业

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着力于学生的职业属性，

紧密对接行业产业岗位要求，聚焦特色，传承发展蕴含着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工匠文化。

3.3 守正创新的企业文化
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要符合国家战略需要，也要符合产

业行业企业的需求。人才培养与产业行业企业相契合，离不

开文化理念的对接与融合。

企业文化虽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集文化、经济和

管理于一体，但就其文化特征来讲，企业文化离不开其所在

地域、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以中国企业文化为例，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为涵养企业文化

提供了文化根基和智慧启迪，如建筑行业的鲁班文化、农林

行业的农耕文化、金融行业的货币文化、纺织行业的服饰文

化等。同时，企业文化中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结协作

等精神品质，又为今天的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高职

院校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时不能忽略与学生未来密切相关

的守正创新的行业企业文化。

3.4 艺润心田的美育文化
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还体现在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作为“五育”之一的美育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源远流长。例

如，舜帝曾命令奎用乐舞教育青少年培养他们高尚的德操，

西周时期乐舞美育被记入周礼当中，开创了世界上最早将乐

舞正式纳入学校教育的先河……古人的美育传承实践见证

着中华美育文化历史的悠久。如今，美育文化之于职业教育

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其更注重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意

识与人文素养的提升，能够在提升学生审美素养的过程中促

进其职业素养的养成。此外，通过美育文化能够引导学生在

工作中形成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视角，树立正确的人文观和审

美观，指导学生在具体的学习工作实践中不断优化工艺、精

益求精，让“产品”成为“精品”，助推“工人”成长为“工

匠”，进而使学生将美学精神和审美品格内化到自身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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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中，促进其全面发展。

近年来，从中办、国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决策部署到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

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均强调，要把美育纳入各级

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可见，美

育工作在“五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对美育工作的高度

重视。今天，职业院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也应包含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美育文化。

4 如何传承——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路径

近年来，各高职院校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积极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面对新形势、新

要求，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在制度保障方面不够

健全；在课程设置方面，开设了选修课但与其他课程之间的

融合渗透不足，企业文化产业文化未能跨界融入；在校园活

动方面，企业主体没有深度参与、开展传承传统文化的活动

局限于校园之中且形式较为单一等。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从方法路径上来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顶层设

计、资源整合、形成合力等方面综合探索实施路径，形成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氛围。

4.1 党委领导，形成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文化建设守

正创新作出深刻阐述：“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

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

体性。”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

政治优势，是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个“根脉”的必然要求，也是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

的重要保证。作为践行文化传承使命的教育主体之一，职业

院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坚持党委领导，建立健

全文化传承组织保障，形成各自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顶层设计，加强文化育人活动与文化传承实践的相互融

合，为高职院校的文化传承实践找到“坐标系”，把牢“方

向盘”。

4.2 学科交叉，整合多样资源
当前，各高职院校立足新时代以文化人、以人传文的

使命，按照教育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面向全体高职学生

开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针对目前职业院校开设传统

文化课程“影响力有限”的情况，笔者认为，职业院校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在课程建设方面，可以通过学科交

叉与资源整合来提升传承效果。第一，可以共建共享文化育

人数字资源库，将校园文化、地域文化、行业文化、美育文

化等资源进行整合，为推进学科交叉、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的同向同行提供资源保障。第二，《意见》中要求，要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

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全方位融入”要求

在课程建设中打破学科壁垒，自觉形成学科交叉融合的传承

思维，各门专业课要充分挖掘与本行业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元素，基础课要结合专业特点，将传统工匠文化、现代

企业文化深入融入课程中，从而教育引导大学生在不同课程

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和时代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蕴含的道德精神、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植入内心、注入

头脑，从而在日常教学的育人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

4.3 系统推进，汇聚传承合力
文化传承在课内，亦在课外。当下各地高职院校广泛

开展了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实践活动，但

活动的形式较为单一，许多仍然局限于校园，行业企业的参

与度不够。高职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不断拓宽

文化传承活动，系统推进，汇聚起各方的合力。例如，与文

旅行业、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力，通过加强与政、

企、行之间的合作，采用基地共建共享，充分利用所在地区

的历史文化资源——博物馆、展览馆、文化遗址、红色基地

等，通过参观学习体验探究，引导学生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如与劳动模范、技能大师、优秀校友之间

的合力，通过请进来，开展劳动模范专题讲座、技能大师示

范教学、优秀校友事迹宣讲等活动营造技能宝贵、崇尚技能

的良好氛围；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合力，通过发挥数字技术优

势，拓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技术与场景，为学生提供

沉浸式、交互式学习体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更加丰

富的表现形式，更加具体生动形象，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

进一步激发高职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

5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许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进入新时

代，立足“两个结合”，高职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需因地制宜，彰显地域、产业、职教特色，通过党委领导、

资源整合、学科交叉、系统推进践行文化传承使命，从而引

导青年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汇聚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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