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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下，铁路行业加速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复合型要求日益凸显。为契合这一趋势，铁路院校

人才培养不仅要让学生领悟铁路精神脉络，厚植行业情怀，更要培育严谨务实作风和创新实干精神，助力学生成长为

适应行业需求、德技并修的铁路人才。本文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铁路人才新要求，积极构建“一体两

翼四育”的铁路文化育人模式，旨在为国家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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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wa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ailway industry is 

accelerating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compound requirements for highly skilled 

tale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o align with this tre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railwa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railway and cultivate a deep sense of industry sentiment, but also foster a rigorous and pragmatic style 

as well as an innovative and hardworking spirit, helping students grow into railway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industry and possess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article, 

guided by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railway talents, actively builds a railway cultural education model of "one body, two 

wings and four cultivations", aiming to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rail transi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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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铁路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这一变革对铁路院校

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依托80余年的铁路办学积淀，立足铁路文化育人模式的创新实践，逐步探索出“一体两翼

四育”的铁路文化育人模式，助力学生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推动职业教育与行业需求的高效对接。

 一、新质生产力与铁路文化育人的耦合逻辑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

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铁路行业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正加速转

型升级，主要特征表现在：一是技术迭代加速。目前高速磁浮、

智能运维、北斗导航等技术的应用，要求铁路人才不仅要具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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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铁路技术能力，更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以及一定的多维整合

能力。二是产业生态重构。目前，铁路行业服务已经从单一的铁

路运输或装备制造转向“制造 +服务 +运营”全产业链延伸，需

强化人才的系统思维能力与协同创新能力。三是文化价值重塑。

从老一辈铁路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铁路精神到“安全高效、

绿色智能、开放共享”的价值迭代，更需要数字化素养与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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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深度融合。铁路院校作为培养铁路人才的重要阵地，必须紧

跟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用人需求，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的

需求。

二、“一体两翼四育”铁路文化育人模式的理论构建

（一）构建铁路文化教育核心素养体系

铁路文化教育核心素养体系作为“三全育人”素养提升系

统，它以“德修身、技立业”为内核，将思政教育与产业需求深

度融合，在有效对接铁路行业企业需求的基础上，精准培育学生

的职业素养，使学生的知识技能、职业精神与行业无缝契合 [1]。

该体系强调的是校园文化传承铁路文化，课程设置突出铁路技

能，服务实践依托铁路企业，实施过程强调产教融合，涵盖职业

认知、文化传承、安全意识、创新精神等多方面素养，全方位塑

造适应铁路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铁路文化熏陶和强国文化激励两翼推进

围绕培养铁路文化教育核心素养体系，坚定不移传承发展铁

路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传承“始终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红色

基因，践行以“人民铁路为人民”为核心的铁路精神谱系，以铁

路教育馆、詹天佑名人文化、铁路特色地标等实体空间，宣讲铁

路红色精神、爱国情怀、奋斗精神和工匠精神，不断深化铁路文

化的浸润功能 [2]。

（三）把握四大阶段推动全周期铁路文化育人

1.铁路文化认知阶段筑牢思想根基。从新生入校后，精心组

织铁路特色文化启蒙教育，打造好“铁路第一课”，帮助学生树

立对铁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在新生入学教育中，系统介绍中

国铁路发展史、铁路精神和铁路行业核心价值观，组织铁路文化

馆、校史馆、实训场等实物场馆的沉浸式学习；开设《百年铁

路》、《铁道概论》等铁路文化通识课，开展铁路劳模、技术榜样

进校园，让新生全方位感知铁路魅力。

2.铁路文化浸润阶段深化价值认同。将铁路文化多元化融入

课程体系和校园生活，实现文化育人的常态化和生活化。将课

程思政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不断灌输安全文化和铁路精神，如

“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安全优质 兴路强国”“艰苦奋斗、精

益求精”的价值观 [4]。利用校内主题景观如机车、雕塑、文化长

廊等举办铁路主题文化活动，结合铁路文化社团开展铁路文化讲

解、铁路模型制作、铁路技能竞赛、铁路志愿服务等，让学生在

体验中感悟铁路文化的内涵。

3.文化践行阶段实施“文技双渗”。利用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实施“岗课赛证”融通培养，将铁路文化转化为学生职业行为准

则 [5]。在校内实训中有效引入企业文化和作业标准，强调“严格

作业、团队协作、责任担当”的铁路文化要求；鼓励学生参与竞

赛锻炼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证，树立持续学习意识和创新思维；结

合“2+1”人才培养模式，重点讲解企业规章制度、安全文化和服

务规范，强化学生的岗位认知。引入大国工匠、企业技能大师开

展榜样引领，通过分析铁路行业典型案例、先进标兵事迹等，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

4.文化传承阶段强化责任担当。将职业价值观纳入就业指导

课程，以文化认同驱动职业选择 [6]。通过专题讲座、校友分享、

主题研讨，剖析铁路岗位在保障民生、推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价

值，引导学生树立“以铁为业、以岗为荣”的职业信念。通过企

业招聘解读、岗位适应性分析，引导学生将职业规划与铁路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方向结合，剖析“人民铁路为人民”在铁路真实

场景中的实践路径，阐释铁路人的历史使命。建立校友联络机

制，收集校友对铁路文化育人的反馈，持续优化育人模式。

三、“一体两翼四育”铁路文化育人模式的实践路径

（一）实施“双元驱动”的文化育人模式

1.在显性思政中厚植文化基因。紧扣第一课堂主阵地，实施

铁路文化的正面教育，推动第一课堂质效提升。在专业课程中引

入真实世界的鲜活案例，将抽象的铁路文化、铁路精神、铁路价

值理念等转化为职业信念 [7]。如在《铁路轨道》《高速铁路施工》

等课程中，系统梳理铁路发展脉络，挖掘“二七精神”“高铁精

神”等文化内核，结合“成昆铁路建设奇迹”“中欧班列联通亚

欧”等真实案例，将铁路文化的历史厚重感、时代使命感转化为

可感知的教学素材。以“典型案例—价值剖析—行为引导”三段

式教学设计，实现文化基因在知识传授中的自然浸润。

2.在隐性思政中升华价值认同。依托第二课堂（社团活动、

技能竞赛）与第三课堂（企业实践、志愿服务）的实践载体，将

铁路职业素养转化为可考量的育人指标 [8]。如在技能比赛中注重

安全规范、应急处置、团队贡献度等的评价，将铁路文化中的安

全意识、工匠精神、协作意识等隐性要求显性化；在项目训练

中，引导学生关注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增设文化传承性、社会

价值性、使用推广度等评价维度；在志愿服务中，考察服务时

长、服务态度及服务持续性，将抽象的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和服

务精神转化为行为标准 [9]。以“任务驱动 — 场景锻炼 — 评价反

馈”的实践闭环，推动学生在真实场景中主动践行铁路文化。

（二）打造“三全育人”的文化浸润体系

1.构建多元协同的育人共同体。要打破传统文化育人主体边

界，建设“专任教师 +辅导员 +劳模工匠”的“铁三角”文化育

人团队，推动铁路文化教育“多声部共鸣”[10]。专任教师立足课

程教学，以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将铁路精神、高铁创新文化等

元素有机融入专业知识点，实现“文技双授”；辅导员聚焦思政

教育日常，以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校园活动等多途径渗透铁路

价值观，强化新时代铁路信仰；劳模工匠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以

铁路文化讲堂、双师课堂、工匠进课堂等方式传授一线作业规范

与文化准则，展现“责任如山、精益求精”的职业担当。三者建

设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实现“1+1+1＞3”的育人效能。

2.设计“筑基 -精修 -淬炼 -跃升 ”四阶递进路径。在筑

基阶段开展文化启蒙与价值奠基。以“铁路文化通识课 +沉浸

式主题研学 +特色文化展示”夯实新生认知基础。以铁路文化

必修课系统梳理百年铁路发展脉络与铁路精神；在参观铁路各类

教育馆，访谈老铁路人中还原历史场景；通过铁路故事宣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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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进校园、主题班会等植入铁路职业价值观。在精修阶段强化

“文”“技”双向赋能 [11]。要建立“文化 +技能”双考核维度，教

学中设计“文化案例”“作业规范故事”等教学环节，增加铁路精

神应用、铁路文化价值分析等开放性任务，将技术规范与文化要

求同步传授；推动校园活动“铁路元素 +”，设计“铁路主题科创

节”、“寻找铁路老物件”等特色活动，推动“以文化人、以技育

人”。在淬炼阶段注重行为的内化养成。借助多元校企合作载体与

校外实践平台，以铁路岗位为文化浸润核心场域，把岗位核心素

养具象化具体实践 [12]。有效嵌入“安全红线不可碰”“团队协作

分秒必争”等职业理念，鼓励学生在试验技术、攻克企业难题中

强化协同责任意识，组织学生投身春运、科普等铁路志愿服务，

推动铁路精神的“行为自觉”。在跃升阶段强调创新引领与文化传

承。鼓励学生以铁路文化为内核开展技术创新与传播实践，推动

学生创新实验室、铁路文化创新工坊等建设，支持学生围绕“智

能化铁路运维”“铁路新技术改进”“铁路精神当代价值”等开展

研究；举办“铁路文化创意大赛”“铁路文化 IP设计”等活动，

以文化创意实现铁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13]。

（三）基于“四链融合”探索产教协同育人

在铁路转型升级与文化传承需求并行的当下，基于教育链、

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新机制，是推动铁路专业人才培

养与文化育人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

1.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邀请合作企业深度参与

专业建设，校企携手研判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用人需求，从高铁

智能化运维到城市轨道交通绿色节能技术，从传统铁路岗位升级

到新兴技术岗位需求，均纳入研究范畴 [14]。依据行业最新技术

标准和岗位素质要求，校企共同研讨人才培养，动态优化课程体

系。以高速动车组技术为例，除了融入新型检修技术、智能调度

操作等前沿知识，更要将“精检细修”的职业态度融入教学，确

保学生所学与企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

2.实施人才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联动。依托紧密的校企合作平

台，以文化为纽带激发创新活力。学生在多元化的真实项目中

不仅能学习最前沿的知识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在智能运维中的应

用、人工智能算法对故障预测的优化等，还在技术攻坚中体悟企

业创新担当、严谨务实的精神 [15]。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培养了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也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

能够从不同角度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新的

方向，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双赢。

四、结束语

“一体两翼四育”的铁路文化育人模式的探索，推动了铁路

文化教育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升级，实现了职业教

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同频共振。在这种文化育人模式下，铁路院校

人才培养实现了“技术技能 +文化素养”的双重提升，为铁路人

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助力铁路事

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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