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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对于教室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小学，然而对于中职学生的教室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

明显不足。新课程改革提倡的是自由、开放和科学的课程理念，因此对于中职类学校的教室文化建设也

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积极的教室文化不仅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得到保障，也能促进其它教学活动的有效

展开。本文从校园文化与教室文化的关系、中职学校教室文化建设现状、中职学校教室文化建设理念与

制度建设、中职学校教室文化建设策略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促进中职学校教室文化建设的有效

实施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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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classroom culture is mainly focused on ordinary primary and second-
ary schools, but the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room culture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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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dvocates the curriculum concept of 
freedom, openness and science, so it is very urgent and necessary for the classroom culture con-
struc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Positive classroom culture can not only guarantee stu-
dents’ learning, but also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other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pus culture and classroom cultur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lassroom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 construction idea and system 
of classroom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 strategies of classroom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o a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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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1 年起，新课程改革理念的提出对课程教育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课改理念指出教师应以

学生为中心，创设积极的教育环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而教室环境为课程实施提供了空间条

件，是学习活动开展的重要场所。目前，校园文化建设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对于教室文化建

设的关注力度明显不足，对于中职类院校的教室文化研究更是不足。中职课堂是中职学生学习生活的主

要场所，积极的教室文化氛围有利于学生培养工作的开展，因此，深入中职课堂，进行教室文化的建设

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2. 教室文化的作用 

2.1. 教室文化有利于促进学生积极成长 

教室文化是班级开展德育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一个积极健康的教室文化会对中职学生的思想观念、

行为和价值观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可以引导中职学生之间相互帮助、尊重、团结协作的良好行

为规范，使之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增强班级的凝聚力。此外，中职学生在感知到教室文化中所包

含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同时，能够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从而促使其形成良好的日常行

为规范。当良好的教室文化被学生所感知时，他们才能形成一个积极地学习环境，这时不仅教师的教学

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中职学生也能够积极地学习成长。 

2.2. 教室文化有利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教室文化建设对学校、教师、学生等多方面都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传统的中职课堂教学中，师生

之间的交流通常是教师主动输出、学生被动接受的过程。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要求教师与学生之间建

立起平等的师生关系，而教室中积极轻松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中职学生个人的内在

学习动力可以促进良好教室文化的构建，同时，良好的教室文化氛围又可以引导中职学生对自己产生更

加清晰的认知，明确自己目前的主要任务、学习方向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进一步促进中职学生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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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力的产生。此外，当教室和学生共同参与到教室文化的建设中时，能够增进师生之间的关系，增

加师生之间的交流学习的机会，从而构建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1]。 

3. 中职院校教室文化建设现状 

3.1. 对教室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中职院校对于教室文化建设的意识淡薄，大多仅从单一的角度来理解教室文化，把教室看成

教学的固定场所，其教室的桌椅、教具等的布局几乎千篇一律，缺乏系统的设计规划。有些中职院校虽

然开始重视教室文化的建设，但也仅仅停留在教室物质文化的建设层面，仅满足了干净整洁或者在教室

墙壁点缀一些名人名言，对于教室精神和制度文化的建设缺乏深层次的探索[2]。教室文化作为一种重要

的隐性教育资源，其对中职学生的教育功能被很多院校所忽视，对于教室文化的内涵缺乏深入的探索和

了解，因此，只有将教室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者相结合，综合考虑其对于中

职学生产生的教育影响，才能实现教室文化的整体育人效果。 

3.2. 教室文化建设的理念不够先进 

由于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不少中职学校将教室文化建设仅作为教学基础设施来不断地完善，尚未

意识到教室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均是教室文化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同时

由于市场化及功利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中职学校在教室文化的建设中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3] [4]。比如，

有的中职学校将教室文化当做形象工程来建设，过于注重表面功夫，对于教室中所包含的物质环境不断

地改善，然而忽视了教室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建设，这样的建设理念难以真正实现教室文化建设的突

破性育人功能。 

3.3. 职业特色不突出 

中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技术应用型的人才，因此，中职院校的教室文化建设除了具备传统教室

文化的主要特征外还需要考虑职业教育特色的体现。中职院校的教育立足于服务社会，依托于企业，应

更加注重技能的培养，并且需要借鉴一些著名企业的文化建设理念打造出具有中职班级特色的教室文化，

为中职学生此后的就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5]，然而当前对于中职院校教室文化特色建设的定位还比较

模糊，职业特色不明显，与普通中学的教室文化建设相差不大，而且在同一所学校的不同班级的教室文

化建设也大同小异，这对于中职学生自我班级认同感的培养极为不利[6]。 

4. 中职教室文化建设实施路径 

4.1. 丰富中职教室文化的建设内容 

教室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在于教室物质文化、教室精神文化和教室制度文化的共同联系，丰富

其内容的构建[7]。首先，应加强物质文化的改善。各中职学校应根据本校特点及现有条件，逐步对其进

行改善。比如：对多媒体的设施设备进行更换和维护，为教学活动的开展创设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条

件，并且对于教室环境的布置，可以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只要是简洁大方，健康向上有利于学生学习积

极成长的内容，都可以纳入考虑。在教室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合理布局，彰显中职学校和班级的特色，

既美观又能培养师生对于教室的归属感和依赖感[8]。其次，培养积极良好的校风、学风。在教室精神文

化的建设方面，要秉持务实的态度，教师工作严谨，学生勤奋认真，这样的氛围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坚持物质与精神并重，能有效促进教室文化的精神建设。最后，完善教室文化的制度建设。在制定教室

文化的相关制度时，应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坚持民主的同时结合学校及班级学生的个性特点，确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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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条例的科学化和人性化。并在此后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监督反馈，完善落实，确保制度条例能积极

有效的促进师生的学习和发展的同时，彰显学校特色[9]。 

4.2. 培养中职教师的“教室观” 

新课程改革的推行下，对中职教师的教学方式、知识结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要有较强的专业

知识还要有环境知识[10]。同时，教师也是课程实施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因此，教师的课程实施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课程的最终实施效果。所谓“教室观”，是指以教室环境为载体，学生为主体，课程内容为核

心而创设的一种课程实施环境。教室是生学习和工作的固定场所，利用教室环境的积极影响，以此给学

生传授更多的知识，能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教室并不仅仅是存在于我们平时认知中的前后两块黑板，

整齐的讲台和课桌椅摆放，而在于一种隐形文化的传播与影响[11]。因此，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室观，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学校课程的有效实施，充分发挥出教室文化对于课程实施的价值，使学校整体教学水

平彰显出特色。 

4.3. 完善中职教室文化建设的环节 

中职教室文化的建设始终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而进行的，帮助中职学生在努力学好科学文

化知识的同时能够不断培养其形成完整的个人品格，这也是中职学校不断加强教室文化建设的真正目的。

在教室文化建设中主要包含中职教室队伍建设、建设内容的实践以及建设效果评估反馈等三个环节，共

同推进中职教室文化的发展[12]。具体而言，首先，中职教室文化的建设应该以在校学生、教师以及教辅

行政人员为主要的建设者，共同构建教室文化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内容。其次，构建完

善的教室文化需要不断优化和改善教室的物质环境，弘扬积极的文化，在培养中职学生良好的学风的同

时完善相关班级制度的制定，引导学生积极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最后，需要对教室文化究竟建设到何种

程度以及所起到的效果如何进行评估和反馈，只有从教室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进行不断地改善，才能不

断推进中职教室文化的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教育背景下，教室文化建设显得愈发重要，它不仅仅是促进中职校园文化和

教室文化的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培养中职学生对于班级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如

果教室里的各种物化东西越体现班级学生个性越能对中职学生产生吸引力并促进学生奋发向上，起到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13] [14]。当学生对班级产生足够的归属感时，他们便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班级事

务，构建良好的班级氛围，进而又会促进教室文化的建设，这样就构成了班级建设过程中的“良性循

环”；反之，当中职学生在教室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处于被动、被支配的状态，他们便会缺乏对班级产

生归属感，导致学生集体观念淡薄，不愿意过多参与班级事务，这必然会对教室文化建设产生不利的

影响。因此践行新课改中所提出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理念，结合中职学校职业化的特点来进行

教育管理工作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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