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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与人文素养：

高职学生人文通识教育研究述评
文/刘应科

摘要：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技术技能与人文素养之争。当前，高职教育普遍

存在对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的情况。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已有研究虽然已经

在很大程度上注意到了人文素养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价值，但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及其社会化需求。高职学

生人文通识教育的未来研究方向应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论做出有益的补充，为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提供对策性建议，为高职院校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探索策略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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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要求打造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过

程，加强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

能力培养，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养成严谨

专注、敬业专业、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品质。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

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次将“坚持立

德树人、德技并修”作为职业教育的首要工作要求。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

存在技能与人文之争，这不仅表现在教育思想和学术

领域，在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中，这种争论和对抗也

从未停止。在“求道”和“求器”的博弈中，“求

器”长期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实践中发挥着稳定优

势。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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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表述肯定了职

业教育的特殊性，其宗旨在于明确职业教育具有与普

通教育不尽相同的发展规律。不过，在实践层面，职

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再次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产生了

空间挤压，这是在理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时出现的实

践偏差[1]。

一、国内对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反思

尽管我国在政策上对职业教育做出明确的类型

定位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事情，但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

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本科教育早已成为共

识。这种“不同”，主要源于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

继而引起了高职学生是否需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需要

人文素养培育的争论。不过，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

这种争论并未形成相互否定的偏执局面，甚至大部分

学者都肯定了人文素养培育对于高职人才培养的意

义。总结国内现有相关研究，大致分为如下类型：

一是关于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价值研究。

此类研究着眼于高职人文教育不断被弱化的现实，从

不同层面剖析培育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意义。刘绍

斌、任焕茹、任翠英（2004）等指出当前时代所需人

才为多种知识、技能、能力、素质相融合的复合型人

才，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只有

坚持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发展，全面提高人才

素养，才能满足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刘红（2004）认

为，职业教育只有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够培养

出“完整的人”。魏家禹（2006）、郑立华（2008）

认为必须重视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人文维度，人文素质

教育能够为职业教育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精

神基础。方顺适、刘寿彭（2021）认为，高职人文教

育不仅有利于提升高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甚至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发展。魏冉、孙义明

（2021）认为，高职教育进入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注重大学生思想教育、社会效益和内涵发展的新

时期，人文素质教育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叔子（2021）指出，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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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既是文化教育，也是素质教育，教育是“育人而

非制器”，教育要“以文化人”，构建人的文化生

命。

二是关于高职技能教育与人文素养培育之间关

系的研究。此类研究集中分析高职教育中技能与人文

之间的关系。徐葆耕（1997）认为，只有将人文教育

与职业技术教育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关系，才能培

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人，而不是要使两者分离，

培养缺乏灵魂的“空心人”或不懂技术只谈人文精

神的社会“边缘人”。刘鹏翔（2010）认为技术教育

与人文教育有机结合才能形成高职院校的“和谐教

育”，只有“和谐教育”才能培养出既有较强技术能

力又有较高人文素质的“技术人文主义者”。杨叔子

（2021）从哲学的角度分别指出技术与人文教育的关

系为共生互动、相同互通、相异互补、和而创新。

三是关于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策略的研究。

此类研究立足于高职学生人文教育逐步弱化的现实困

境，探寻高职院校实施人文素养培育的有效策略。陈

鑫（2013）、张秀珊、傅洪梅（2019）、肖立、周才

文（2020）等认为，在职业素养培养的背景下，高职

院校需从提高人文课程内容质量、丰富人文课程教

学形式、建设适应人文教学的师资队伍、构建人文

课程评价与管理体系几个方面建立高职院校人文课

程体系。张广鹏、刁振梅、刘文增（2020）、段美龄

（2021）等认为，基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高职学生

的人文素养培育应有效融入专业教学之中才能产生良

好的效果。徐佳（2020）基于“职业人”视角，结合

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从高职学生综合性社会基础人

文素养、职业性专业人文素养和标识性企业人文素养

等三个层面构建职业化的高职院校人文素养课程体

系，以求实现“职业人”与“企业人”的人才培养目

标。张清涛（2020）提出将人文素养有机融入专业课

程教学的“课程人文”策略。邵岩（2021）、段兰兰

（2021）等认为，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微课程是提升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这

要求高职院校必须构建内容丰富的人文素养培育课程

数据库。余中樑（2022）认为构建以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为基础的学习共同体是解决高职人文教育缺

位困境的有效途径，它有利于促使学习者知识的构建

和迁移应用，激发其思想碰撞并且产生共鸣[2-3]。

四是关于特定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研究。例

如，唐强、杨玲、李敬萍（2021）关于高职护理专业

学生人文素养现状的调查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潘晗苑

（2021）关于计算机类专业高职生专业技能与人文素

养融合发展的研究；刘红霞、闫悦、张红艳（2020）

等关于高职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研究。此外，有学

者还对一些促进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实践的特定人

文课程做了微观研究，例如郭连琴（2021）对提升高

职学生人文素养的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高夕

照（2008）、吁娟（2013）等对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

人文素养培育策略的研究，江秋兰、陈静、袁静云

（2019）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提升高职学生人

文素养的研究等。

综上，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现有研究成果主

要侧重于三个层面，即人文素养在高职人才培养实践

中的地位与作用、高职教育中技术技能教育与人文素

养培养之间的辩证关系、高职技术技能教育与人文素

养培育融合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践策略。这三个

研究维度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这

一实质性问题，现代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不应忽视

人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已有研究虽然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关注到了人文素养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价值，但未

能注意到培养对象（即学生）的主体意识及其社会化

需求。因此，在探索人文素养融入高职教育的实践路

径的过程中，依然试图通过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

将职业技术教育与人文情怀的培育捏合在一起。主体

“不在场”的情况无论是对于职业技术教育还是对于

人文素养培育都是不利的[4]。

二、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研究的未来方向

基于人才培养实践中人文与技术的博弈，高职学

生人文素养培育的相关研究在未来一段时期将依然是

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维度。不过，新的研究应当在既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需要更加关注学生的

主体地位，寻找高职教育与学生社会化需求之间的矛

盾点和契合点，立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将生存技能与

人文素养统一于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之中。具体来说，

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未来研究，应着重解决以下

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要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论做出有益

的补充。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论虽依然存

在技术技能教育与人文素养培育的争论，但都同时关

注到了二者在职业教育中的价值。不过，在如何搭建

高等职业教育中技术技能教育与人文素养培育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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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方面，多数学者依然秉持传统的教育理念，认为

在高等职业教育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加入人文素养

培育要素就能够将技术技能教育与人文教养培育结合

起来。这种思路尽管观照到了技术技能与人文素养两

个方面，但对于如何将二者有机衔接却探索不多。新

的研究应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理论思考，

在突显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从职教

学生的能力需求上探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问题，通过

引入社会化理论对现有的高职人才培养理论进行补

充，尤其是通过引入社会化理论探寻职业教育中技术

技能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契合点，对二者实现有机衔接

进行理论探索[5-6]。

二是要为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对策

性建议。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

系，是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研究持久关注的话题。有学

者指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直指毕业生

的生产劳动，或者说直接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实际密切

结合，根据毕业生将要走上的岗位制定相应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和教学标准等，以此培养学生

的专业能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

实践与技术导向日益明显。然而，过于现实地考虑职

教学生的技术操作能力，往往会忽视其他能力的培

养，而作为主体，学生不仅存在生存需求，也存在发

展需求，更存在生活需求。因此，作为个体社会化的

重要环节，职业教育不应只偏重培养学生的技术操作

能力，职业教育不应仅仅服务于人的技能，而应服务

于人在某一阶段的整体发展。新的研究应当基于这样

的思考而致力于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路径的探索，立足于学生主体的能力需求，在人才培

养目标的确立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教学标准

的制定等重要环节提出对策性建议[7]。

三是要为高职院校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探索策略

和路径。从高校的社会职能来说，文化传承与创新是

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这已经成为教育学界的普遍共

识。尽管职业教育是一种相对独特的教育类型，但同

样应该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其重要的社会责任。不

过，在现有的以技术技能教育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高职院校在传承和传播人文精神方面所发挥的作

用微乎其微。新的研究应当着力探索高等职业教育的

人文素养培育机制，这不仅要求从高等职业教育的专

业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方面寻求人文素养与技术技能

之间的融合，更要求从校园文化的打造方面探讨高职

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氛围营造。因此，新的研究应当

在探寻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路径的过程中进一步挖

掘高等职业教育在传承和传播人文精神方面的功能。

三、结语

通过本研究不难发现，大部分高职院校将教学工

作的重点放在职业技能培养上，只强调提升学生职业

能力与专业技能，对学生人文知识教育以及人格培养

等存在较为明显的忽视。而要在实践层面落实立德树

人这一根本任务，需要更加丰富的人文素养培育作为

基础。因此，探索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路径，是不

断提升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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