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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企业文化"教学 ，培养 21世纪 

综合型人才 

程 桦 ，左延红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针对目前社会对高校应该培养综合性、应用性人才的要求，文章从介绍“企业文化”的定义及内涵入手 

说明“企 业文化”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高校注重“企业文化”教学的意义；介绍了一种高校“企业文 

化”教学的方法，丰富了高校实践教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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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世纪的高级技术人才，应该是复合型、创造性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广 

博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创新、实践能力，还应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 

竞争能力。近年来，社会对复合型、创造性人才的呼声 日益迫切，为了尽快打破 

传统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国家教育部门已经对 

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多次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是在对人才适应 

能力、发展能力与竞争能力的培养上还存在不足。这种不足的突出表现在于：刚 

走出高校的学生由于缺乏企业文化知识，而难以尽快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 

这种高校毕业生不能很快适应和溶人“企业文化”的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和教育 

界的广泛关注。 
一

、企业文化 

高校毕业生完成学业，走出高校以后，特别是大多数工科毕业生要走进企 

业。开始工作，首先面对的就是“校园文化”向“企业文化”的转变。而“企业文 

化”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也许是全新的概念，但是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文化” 

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认识上的反差自然会为高校毕 

业生和企业带来许多难以调节的矛盾。 

讨论“企业文化”教学，我们应该先理解什么是“企业文化”。从广义上来 

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 

上说，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而企业文化 

则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 

组织特点的使命、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 

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总和。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核 

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就是说企业或企业中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与经营中 

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是由企业员工的言行举止构成，同时企业文化对 

员工的工作甚至与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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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文化与高等教育 

从“企业文化”的含义中可以看出，企业员工的 

思想和行为都是企业文化的一份子。如果员工对本 

企业的企业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在工作中他就无 

法融人企业文化，而被企业文化所排斥，在工作中难 

以进入正常状态，更不用说发挥潜能了，这种现象在 

刚毕业的高校毕业生身上特别突出。大多数企业领 

导反映：现在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尽管具有很高的理 

论水平，但是由于他们缺少基本的企业文化，具体表 

现在不能适应企业的规章制度，缺少产品质量意识 

和安全意识，缺乏团队精神等等，这样在工作中很难 

发挥 自己的潜能，所以说公司一般需要两年左右时 

间才能把高校毕业生培养成一名成熟的企业员工。 

无论是企业还是高校毕业生，两年时间都是一种巨 

大的付出，这也是现在企业在招聘中不看好高校毕 

业生的主要原因。 

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 

式发生了重大改变，高等教育由传统的应试教育转 

变为素质教育，为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99年 6 

月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要求高校不仅要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教学，还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 

后，中国工业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大多数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选择，但是这种“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 

严重脱节，严重的制约着企业和人才的发展，可以说 

这也是目前高校教育的不足之处。 

有专家认为，21世纪的高等教育是面向社会的 

教育，应该针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中表现的不足． 

加强教育改革，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求推动社会 

的发展。这种“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严重脱节 

的现象，根源在于高校没有推行“企业文化”教学，致 

使毕业生缺乏“企业文化”意识，所以说高校注重 

“企业文化”教学刻不容缓。 

三、我校的企业文化教学 

我校是所普通工科院校，主要为工矿企业培养 

技术性人才。为了提高学生素质教育，培养适合于 

社会需求的综合性人才，长期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 

础上进行教学研究，对社会反映高校毕业生很难适 

应企业文化的现象进行调查与研究后，认为高校应 

该注重学生的企业文化教育，培养他们的“企业文 

化”意识，帮助他们迅速完成从“校园文化”到“企业 

文化”的过渡，让学生满意，让用人单位满意。 

近年来我校通过生产实习和工程训练等实践性 

环节，加强学生的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教学，增强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除了给学生选修企业管 

理等理论课程以外，在实践教学中注重引入企业管 

理模式，从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产品质量、安全、创 

新、团队精神)进行教学，从而提高他们对企业文化 

的适应能力。 

(一)产品质量意识 

产品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依靠 ，而产品质量是 

产品的内在品质，无论是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质量 

都是它的灵魂。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时代，质量严重 

影响着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所以产品质量意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 

部分。国家不仅为产品质量颁布大量相关法规，每 

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质量管理制度，同时运用 IS09000 

等质量管理体系来保证产品质量。所以对于企业职 

工来说，产品质量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培养学生的产品质量意识，在实践教学过程 

中，我们不仅教授学生基本的质量法规、质量标准和 

IS09(~ 等质量管理体系，介绍目前一些企业成功的产 

品质量管理经验，还通过工程训练中对实习件的制作， 

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质量控制方法(如“三检”制度、 

“QC”小组等)，培养学生“努力制作精品”的质量意识。 

(二)安全意识 

安全是企业生产永恒的主题，近年来，随着一些 

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社会各界对安全生产的呼声 Et 

益迫切。国家为了规范企业行为，出台了《安全生产 

法》等安全生产法规，并且加大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 

力度，提出“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的口号。企业为了 

保证安全生产，制定大量的规章制度，并提出“安全第 
一

，预防为主”、“安全才能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等口 

号，一方面是加强企业的安全管理，另一方面是加强 

员工的安全意识，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企业还是 

职工，质量意识都是企业文化的重中之重。 

我校一直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不仅注重国家 

安全法规等理论知识的教学，更注重在实践教学中对 

学生安全意识的培养。在工程训练中，我们引用了企 

业的安全管理模式，每一工种都有《安全操作规程》， 

每一岗位都有《安全责任制》，让学生严格按照规章制 

度实习，在训练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增强学生在生 

产中的安全意识。 

(三)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企业的灵魂。 

企业要是没有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观念，没有广大职 

工对创新的追求，就不可能生存发展，更不可能在市 

场竞争中后来居上。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 

会上明确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 

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 

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可见创新意识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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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间的地位。为了提高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企业十分重视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通过制定奖励制 

度，建造创新环境的方法来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 

不仅企业重视培养创新意识，目前各高校也已经 

十分重视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我校为了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在经济投入与老师选用上 

都作出了最大努力。在工程训练中心专门设置创新 

课程和创新基地，指导老师都具有丰富的企业技术革 

新的实践能力。通过对创新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自 

主选择设计题 目，独立思考，自主创新，老师只作审 

题、引导、启发，学校为学生的创造、创新、设计、制作 

的良好环境，其目的是使学生的基本能力、创新能力、 

综合能方部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热爱创 

新的意识。 

(四)团队意识 

企业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到底是什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认为：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有五大特征：偷不去、买不来、拆不 

开、带不走和流不掉。优秀的团队精神才是企业真正 

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团队精神，将成为 
一 团散沙；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团队精神，也将无所作 

为。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可以说提高企业 

的凝聚力，企业十分注重培养员工的团队意识。同时 
一 个人要想溶人社会，溶人一个企业的文化，团队意 

识也是最基本的意识。 

“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教育是社会主义素质 

教育所必需的基本内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 

早在 1996年明确提出：一个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人， 

不只是要“学会生存”，还要“学会认知”、“学会做事” 

和“学会共同生活”。这四个“学会”已被称为“教育的 

四个支柱”，高校无疑要担负起培养学生“团队意识 

“的重担。我校一直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无论 

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教导学生：一个人只 

有溶入社会、溶入集体，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个 

人的力量和智慧是有限的，只有借助社会和集体的力 

量，才能取得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在工程训练中， 

通过分组制作实习件，让他们在实习过程中体会团队 

精神的含义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四、结语 

毕业生走出校园，无论走进企业还是事业单位， 

他都要面对“校园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转变，如果在 

高校没有经受这种文化的学习，这种转变很可能不是 

十分的顺利。所以我们说，高校应该注重“企业文化” 

的教学，帮助高校毕业生尽快溶人社会、溶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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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2 1 st Century Integrat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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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ed at the society call for High—school to cultivate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graduate，this 

article illumin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enterprise．culture’and Higher education from introduce the defining and 

the meaning of the‘enterprise—culture’：The significance of High—school pay attention to ‘enterprise—cultur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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