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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院为基，绽“五育”芳华
——高职现代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探索

宋高妮　杨荣涛

（山东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4）

摘要：现代书院制旨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践行以文化育人理念，打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对促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高职院校推广现代书院制育人模式的必要性，剖析了当前现代

书院制育人现状，提出要构建“学院 + 书院”协同育人模式、完善通识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优化现代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和打造高水

平现代书院导师团队，以期全面提高高职院校现代书院制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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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书院制一方面承袭了我国古代书院“德业兼修、因材施教、

教学相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借鉴了国外高校的“导师制、选课制、

分工制”模式，构建出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学院 + 书院”

协同育人模式，逐步完善通识课程体系，是一种新型学生教育管

理模式。但是目前高职院校现代书院制育人工作还存在学院与书

院合作不顺畅、缺少优秀导师和人才培养模式不完善等问题，难

以发挥出现代书院育人优势。基于此，高职院校要立足办学特点，

积极设立现代书院，构建学院与书院协同育人模式，完善通识课

程教学体系，营造文化育人氛围，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促进职业

教育。

一、高职院校现代书院制育人现状

（一）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

目前高职院校学院和书院之间的合作却并不顺畅，例如学院

与书院育人职责不明确，二者在育人工作中虽然有合作，但是在

书院管理、育人工作分工等方面存在分歧。此外，学院与书院在

专业课教学和通识教育融合上存在分歧，例如学院主导通识课程

教学，认为书院只用负责课外活动即可，不用参与课程教学；而

书院认为自主权比较少，影响了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的开展。

（二）学生融入与成长反馈

目前高职院校现代书院育人工作主要由学院和书院负责，学

生只是被动学习书院的通识课程、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和体育赛事，

很少参与到活动设计、书院管理工作中，体现出学生在现代书院

育人工作中参与度比较低，对现代书院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

学生对现代书院通识课教学、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满意度比

较低，认为很多教学内容、实践活动脱离了个人需求，对专业课

学习、创业就业帮助并不大，难以获得积极成长反馈。

（三）师资配备与导师机制

高职院校现代书院缺少高水平导师，大都是由专业课教师、

辅导员和思政教师兼任，并且书院教师数量有限，难以满足不同

专业学生学习需求，影响了书院各项教学和文娱活动的开展。很

多高职院校书院导师指导不到位，局限于解答课程知识点、专业

知识点，与学生缺乏深入交流和互动，很少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验、

艺术创作等实践活动，难以发挥出书院导师在学术指导、艺术教

育和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实施

现代书院通识课程设置不太合理，课程之间缺乏联系，呈现

出碎片化内容，影响了美育教育、传统文化、劳动教育和人工智

能教育的开展，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不利于他们全面发展。

此外，书院通识课程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延续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很少开展项目化教学、跨学科教学，也忽略了联合专业课教师开

展实训教学，难以激发学生参与现代书院通识课学习的积极性，

影响了现代书院育人效果。

二、高职院校推广现代书院制育人方式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校园文化建设质量

现代书院制延续了我国古代书院育人理念，积极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逐步把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景观设计、思政教育、社

团活动中，有利于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打造书香校园，提高高职

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同时，现代书院制育人模式促

进了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艺术教育、工科教育的融合，

激发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利于营造“以文化育人”

模式，进一步提高学生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二）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代书院制为高

职教育教学改革注入了活力，创新了学生管理模式，通过学生社

区开展管理工作，鼓励学生进行自主管理、自主服务和自主学习，

完善学生自治形式，从而提高学生管理工作质量。同时，现代书

院制推进了学生社区建设，有利于为学生提供专业化、人性化、

艺术化学生社区，丰富第二课堂教学内容、创新社团活动方式，

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责任，有利于提高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

（三）有利于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现代书院制是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倡导德育为先、以学生为

中心，促进通识类课程与专业课教学的衔接，有利于加强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逐步把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程、第二课堂、书院活

动中，从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现代书院制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开辟了新路径，由学院和书

院携手开展思政教育，逐步把思政教育延伸到书院活动、校园文

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让学生在实践中接受思政教育洗礼，

有利于提高他们道德素养。

（四）有利于落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现代书院制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原则，旨在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院与书院育人工作的衔接，组织丰富

多彩的思政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和体育活动，有利于落实“五

育并举”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代书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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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高职学生营造轻松、自由、民主的学习和生活氛围，例如

在社区内设置阅读区、运动区，满足学生阅读和运动需求；定期

组织社团演出活动，鼓励学生展现个人才艺，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从而提高他们综合能力。

三、高职院校现代书院制育人方式改革路径 

（一）深化学院与现代书院深度合作

高职院校要促进各个学院与现代书院之间的合作，构建“双

院联动”育人模式，扎实推进美育教育，落实好“五育并举”教

育理念，提高现代书院育人效果。首先，学院和现代书院要以立

德树人为共同育人目标，以培养复合型、创新型职业人才为目标，

发挥出“双院联动”协同管理、通力合作优势，进一步完善现代

书院课程体系、实践活动，进一步提高现代书院育人质量。例如

学院与现代书院要各司其职，明确各自育人职责，由专业学院主

抓第一课堂教学、职业技能训练、思政教育；由现代书院负责通

识教育、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开设特色课程，促进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提高“五育融合”教育质量。

其次，学院与书院要联合开展“五育并举”工作，推进非遗文化

进校园，拓展美育教育内容，组织非遗文化主题系列活动，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高他们

审美能力；推进校园足球活动、冰雪运动，丰富体育教学内容，

增强学生运动积极性，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发挥出现

代书院育人优势，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通识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五育并举”理念下，高职院校要积极完善通识课程体系、

创新通识课程教学模式，促进专业课教学和通识教育的衔接，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一，现代书院要立足职业教育特色，构建通

识课程模块化体系，满足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和成长需求，既要落

实“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又要发挥出现代书院文化育人价值。

例如现代书院可以把通识课程划分为演讲与口才、艺术与文学、

人工智能、国际发展四大模块，兼顾专业教学、思政教育、美育

教育、体育教学和劳动教育需求，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培养

高职大学生国际化视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力、艺术审美能力、

人文素养和交流能力，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第二，现

代书院要积极开展“线上 + 线下”教学模式，每周安排不同主题

通识课程线上教学，便于学生自主选择要学习的通识课程，促进

教师与学生的线上交流，激发学生选修通识课程的积极性，从而

促进他们全面发展。此外，书院还要积极开展线下第二课堂教学，

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推广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打造精彩

纷呈的文化教育活动，提高学生运动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自信，

彰显现代书院教学和育人价值。

（三）优化现代书院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书院要承袭传统书院精神，贯彻以文化育人理念，发挥

书院隐性育人价值，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高他们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书院管理层

要引导学生参与书院各项管理和育人工作，成立学生服务委员会、

大学生志愿者联盟等组织，让他们参与书院社会实践、文化育人

等工作，增强他们主人翁意识，从而激发他们参与现代书院各项

活动的积极性。例如学生服务委员会、志愿者联盟可以联合书院、

学院开展校园招聘活动，邀请当地优秀企业参与校园招聘，为毕

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拓展书院创新创业教育渠道；还可以组

织大学生参与交通志愿者活动，让他们服务城市地铁、公交车站，

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此外，现代书院还要不断完善学生管理

组织架构，实施民主选举和导师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享受

更多参与书院管理、育人工作的权利，激发他们自主性，让他们

服务书院各项工作，增强他们校园归属感，全面提高现代书院育

人工作质量。例如现代书院可以定期组织学生组织机构领导人竞

选活动，并选拔优秀学生干部参与书院管理工作，并给予一定学

分奖励，从而激发学生参与书院建设与育人工作的积极性，全面

提高学生自主管理能力，促进高职院校现代书院育人工作转型，

逐步提高职业人才培养质量。

（四）改进现代书院导师指导模式 

导师制是现代书院育人模式的灵魂，也是提高现代书院育人

质量的有力保障。因此，高职院校要重视现代书院导师队伍建设，

完善书院导师指导模式，进一步提高导师队伍建设质量，为提高

书院育人质量奠定良好基础。第一，高职院校要立足现代书院育

人与发展目标，通过校内培训、校外培训、专项技能培训、学术

交流等多种形式和手段，选拔各个专业优秀教师，丰富书院导师

结构，提高导师队伍的专业性，为推动通识课程教学改革、美育

教育、体育教育和劳动教育改革打下坚实基础。例如高职院校可

以组织书院导师参与线上培训，让他们学习知名高校书院制育人

经验，让他们深入了解现代书院内涵、育人模式和育人方法，激

励他们积极参与书院育人工作，保证现代书院育人工作的顺利开

展。第二，学校还要积极聘请校外优秀教师，例如优秀技术人员、

当地名师进驻书院，邀请他们定期参与书院通识课程教学、社会

实践、学术讲座活动，促进优秀学者、技术人员与高职学生面对

面的交流，激发学生科研热情，让他们树立职业技能报国的远大

志向，进一步提高现代书院育人质量。总之，高职院校要加强现

代书院导师队伍建设，选拔优秀教师加入书院教学工作，组织导

师外出培训，打造一支专业知识扎实、师德师风高尚、科研经验

丰富的书院导师队伍，全面提高书院育人工作水平。

四、结语

总之，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现代书院建设，完善现代书院育人

模式，深化学院与现代书院深度合作，构建学院与书院“双院育人”

模式；完善通识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积极落实“五育并举”教育

理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学校还要优化现代书

院人才培养模式，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提高

学生审美能力、艺术素养和道德素养；改进现代书院导师指导模式，

培养高素质书院导师队伍，加快现代书院教学和育人工作改革，全

面提高现代书院育人质量，进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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