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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轨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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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6中指出, /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

能0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基本情况 ,是新时期搞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也是促

进高校德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从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

段: 自发恢复阶段 ( 1978- 1985)、探索调整阶段 ( 1986- 1991)、健康发展阶段 ( 1992- 2003)和全面深化阶段 (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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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意见 6中指出 , /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

能0,校园文化建设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

途径。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

发展基本情况, 是新时期搞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

要, 也是促进高校德育发展的客观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是伴随我国高等

教育的诞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同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一

样具有孕育、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

程中, 一方面,高校校园文化受到社会主体文化的辐射和规

制, 它必然反映社会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 另一方面,基于高

校既是文化的传承者 ,更是文化的创造者, 因而 /完整意义上

的高校校园文化从它产生之日起便显示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它寓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于自身的学术建树中,用值得骄傲的

成就凌然突兀于社会主导文化的整个层面,并以导向社会文

化发展流向为自己的崇高历史责任0 [ 1]。从校园文化建设

的实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轨迹大

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自发恢复阶段、探索调整阶段、健康发展

阶段和全面深化阶段。

一  自发恢复阶段 ( 1978) 198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即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

代初,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相继拨乱反正,

开始重新走上正轨并不断发展。这一时期,我国高校校园文

化开始恢复, 并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

(一 ) /读书热0兴起

改革开放的浪潮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开阔了人们的视

野。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高校师生的主体意识空前增

强。他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迫切希望自己

能够参与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广大学生十分珍惜来之不

易的学习机会,求知若渴, 成才意识强烈,道德风貌良好。这

时的高校校园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 /读书热 0。正如一位曾

就读于厦门大学的 77级学生代表所说: /获得上大学的机会

后,大家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地吸收知识, 希望能把浪费

的光阴补回来。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学校图书馆 7点开门, 6

点多门口就挤满了人,图书馆老师要费很大劲才挤进去把门

打开;那个时候, 每个人的兜里都装着英语卡片, 无论吃饭、

等公车还是看电影, 只要有空闲时间, 他们就把英语卡片拿

出来看;跨学科选修现象很普遍, 大家都不满足于只学自己

的专业,几乎人人都会选修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学科, 像我

在大学就选修了考古学和语言学; 学校里什么讲座我们都去

听,即便理工科的也去听 ,可以听老师介绍科学的思维方法;

我们当时还组织了很多兴趣小组,和现在不同的是, 那些都

是专业类的兴趣小组,譬如我当时就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古

文的兴趣小组。0 [ 2]这正是当时高校校园生活的生动写照。

其中, /老三届0大学生以其丰富而坎坷的社会阅历在 /读书

热0中带头对 /文革0进行反思, 并将读书的热忱和对社会思

索的成果延续给后来者。

(二 ) /第二课堂0活跃

之后的几届大学生们没有将自己的行为仅仅局限于对

/文革0的反思,而是力图从自身出发, 从自我和社会的结合

点上去追求人格的自我独立和自我鲜明的个性, 其主体意识

大大增强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开始转换, 逐渐从文革初

期的政治狂热转移到发奋读书、立志成才的轨道上来。正是



在这一时候, 清华学子发起了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0的号

召, 北大学生喊出了 /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0的时代强音。可

以说, 这个时期大学生 /发奋读书、立志成才、实现自我0成

了高校校园文化的主旋律。他们在抓好课堂学习之外, 还积

极结合专业开辟 /第二课堂0, 组建各种学习型社团组织, 认

真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动, 如北京大学 1982年 2月组织了

/百村调查0, 1984年组织赴青海 /学习服务团0, 社会反响良

好, 曾受到团中央的高度肯定。正是在此影响带动下,全国

各高校大学生掀起了社会实践的热潮 ¹。

总之,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推行、经济社会的发展、师生

主体意识的增强都为高校校园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高校校园文化在 20世纪 80年初开始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当然, 这个时期的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以

一种自发和分散的形式出现的,尚处于萌动恢复期。

二  探索调整阶段 ( 1986) 1991)

1986年 4月在上海交大举行的第 12届学代会上明确提

出了 /校园文化0, 这标志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由最初的萌

动自发恢复阶段进入到自觉有组织探索阶段。

(一 ) /校园文化节 0盛行

这一时期, 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并取得了

初步成效, 极大地激励了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他们关心社

会改革,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

史责任感。学术界、艺术界的更加活跃和繁荣也激发起大学

生的涉世热情和审美意识, 他们将自己的热情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融入到了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在这个时候,各高校比

较重视校园文化工作,一方面, 不仅为学生建立了活动中心

等硬件设施, 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学生开展课外活动, 而且制

定并实施了校领导与学生的恳谈制度,通过谈心服务来更有

效地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 另一方面, 注意总结

和完善学生的各项活动, 加强教风学风建设, 开始推行勤工

俭学、社会实践活动, 积极发展各种学生社团, 包括艺术、体

育等各个方面, 并加以正确引导。一时间 ,高校校园内诸如

书画、摄影、集邮、音乐、气功、棋牌各类协会、俱乐部等学生

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如 1987年北大就有社团 40

余家 )。在此基础上,各高校纷纷组织开展各类校园文化节,

如北京大学先后于 1986年底、1987年底分别举办了首届

/文学艺术节0和首届 /文化艺术节0º , 与此同时,华东师大、

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和华中师大等也相继推出首届 /校园文

化建设月0、首届 /校园文化艺术节0和首届 /桂子山之春艺

术节0 »。这些校园文化节, 其形式之多、内容之广、规模之

大、影响之深都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它极大地活跃了高

校的文化氛围, 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拓展了学生的视野,

促进了大学生的个性发展, 同时也为高校各项工作的落实提

供了有利的平台。

(二 )商品文化冲击和非理性思潮涌入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一方面,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

发展, 它带来的商品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

击。大学生开始崇尚 /时间就是生命, 效率就是金钱0。功

利主义开始在一些大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立志成才的追求让

位于物质的实惠。一时间 /经商热0、/厌学风0、/六十分万

岁,六十一分浪费0、/金钱万能0等思想观念和行为充斥校

园。 /读书无用论0再度沉渣泛起。玩世不恭的 /嬉皮风 0、

遁世脱俗的 /桃源风0和悠哉游哉的 /逍遥风0在高校校园内

飘荡。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西方生活方式

的冲击,西方哲学思潮开始在高校蔓延。高校校园出现了萨

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这些思潮在校园中引起了极

大的震动,使校园文化中充斥着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一些热

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文化 /精英0, 趁势在校园内

极力兜售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与 /民主政治0, 大肆宣扬

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在年轻幼稚、思想尚不成熟

的大学生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使一些大学生思想混乱, 不

能正确、理性地思考和看待问题。到了后期, 由于改革困难

重重,物价上涨, 社会不正之风蔓延, 体制交替过程中种种问

题开始暴露,一些大学生深感困惑苦闷,在某些政治 /精英0

的诱惑下,他们走入了以激烈学潮方式来解决和推动中国改

革问题的误区,并最终导致了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之后,大学生的情绪和价值倾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他们参

与改革的热情大大降温, 更多地关注起校园内部和他们自

身。高校校园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武侠、言情小说热 0、

/歌星热0、/卡拉 OK热0、/录像扑克热0层出不穷。一部分

大学生因心理苦闷困惑, 思想上开始出现颓废, 行为上无所

事事。高校校园文化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

(三 )思想教育引导加强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样, 1989年

政治风波只是校园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曲折, 正是这一曲折

促使人们冷静反思,也促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校园文化建

设的重要性,认识到思想教育和对校园文化建设进行正确引

导的重要性。随着高校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加

强,高校政治局面和学生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校园文

化建设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势头,并有效地促进了思想教育工

作。大学生们经过反思,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更全面更科学的

认识。对于改革,他们不再仅仅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上, 而是

基于对现实国情的了解和把握之上。于是, 他们将目光重新

聚集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这片黄土地上。尼采

热、西方热很快被 1990年后再度兴起的 /传统文化热0、/马

列热0、/毛泽东热0、/学雷锋热0所取代。高校学生社团活

动也开始逐渐复苏。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出现的这些新特点、

新变化,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0年 4月, 全国群

众文化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和共青团中

央宣传部联合召开 /全国校园文化理论研讨会0, 探讨校园

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建设途径,这次研讨会在全国高校产生了

积极影响,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校园文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

研究的结合 [ 3]。

三  健康发展阶段 ( 1992) 2003)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特别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

党的十四大顺利召开以来, 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健康稳定发

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掀起了新的一页。各高

校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 普遍加强了对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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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引导和管理, 为校园文化重新确立了积极的价值取向

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高校校园文化因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

健康发展时期。具体来说, 这一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主要

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

注和重视。 1992年 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到

/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0, 表

明了党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发展的校园文化的肯定, 体

现了党中央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关心,寄托了党中央对搞好校

园文化建设, 培养一代 /四有0新人的期望。 1994年 8月5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6

中指出: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要大力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

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 建

设以社会主义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为主体、健康生动的校

园文化0,同年 7月 5国务院关于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 >的实施意见6中也明确规定 /要加强德育的实践环节,

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0, 从而将校园文化建设提到了学校

德育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正是这些党和国家的指示, 明确

了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具体要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全

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二 )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融合不断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学校教育

特别是高等学校教育日趋社会化,有力地促进了高校与社会

的相互开放。在高等学校教育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作为高

等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校园文化逐渐从各个方面

加强了与社会文化的联系, 促进了自身发展, 进而实现了高

校校园文化的社会化。一方面 ,高校校园文化深受社会文化

的影响, 社会文化为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

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知识经济的

不断兴起, 社会文化对人才素质要求日趋综合化和实用化。

受此影响,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越来越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即

注重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实用技能为目标,高校校园科技

创新、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等活动层出不穷。另一方面, 高

校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的辐射性越来越强。这一时期高校

已逐渐走出昔日的 /象牙塔0, 步入社会生活的中心, 成为社

会中最前沿的组织, 它在国家兴衰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在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起着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是

创新的发源地, 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立的判断力, 激

励创新, 鼓励实践,不断成为创新文化的开拓者、学习型社会

的倡导者, 不断辐射、影响、引领着社会生活的再创造,为社

会文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各高校在履

行传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使命之外, 还更加重视发挥社

会服务功能。各高校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建设,充分利用自身

优势促进社会不断发展, 如从 1997年开始开展的高校文化

科技卫生 /三下乡0活动, 对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

会风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  全面深化阶段 ( 2004) )

2004年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5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6 (中发 [ 2004] 16号 ),

文件明确将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效途径,指出 /要大力建设校园文化。要建设体

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形成优

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0; 同年 12月, 为贯彻上述文件精神,

教育部、团中央又专门颁发了5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

园文化建设的意见6, 文件强调指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作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已经成为我国实施科教

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必须 /要扎实推

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0。这两个文件的出台表明党和国家已

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上升到高等教育战略发展高度, 标志着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入发展阶段。这一阶

段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校园文化建设日益规范化

各高校普遍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自觉将其纳入学校发展

的总体规划。它们将校园文化建设列入学校教育工作的重

要议程,将其作为高校发展和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

入规范化管理。如5清华大学事业发展 /十一五 0规划纲要6

中明确规定: /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我们的校园文化。当前, 特

别要大力提倡崇尚科学、鼓励创新, 使我们的校园文化既富

有清华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既立足中华文明又广泛吸纳世

界文化的精华,并贯彻到体制、机制、制度之中, 内化为师生

员工的共识而且体现到行动中去。0 [ 4]另外其他许多高校如

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也分别在各

自的事业发展规划或中长期发展战略中设专节对校园文化

建设做出了明确说明¼。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高校如哈尔滨

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专门制

定了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规划, 这些规划都从指导思

想、主要目标、主要内容、建设途径、组织领导等方面对校园

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½。

(二 )校园文化建设全方位推进

这一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比以前而言在内涵上更

为全面。各高校不仅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而

且在校园自然人文环境、校园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 校园文

化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完善, 以及校风、校训、校歌、

校徽和高校形象识别系统等这些反映校园精神的载体的建

设与推广等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如 5山东大学 /十一

五0事业发展规划6中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明确为:

/ 1、创新教育理念, 弘扬山大精神。深入研究、发展我校的教

育理念,进一步凝炼和弘扬山大精神,用具有山大特色、符合

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理念和山大精神凝聚人心、指导工

作; 2、注重制度文化建设, 完善行为规范。逐步形成符合法

治精神、时代要求和办学规律的山东大学制度文化; 制定完

善各类人员行为规范,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培育和弘扬优良

学风和校风。3、规范视觉形象,打造文化品牌。启动学校视

觉识别系统,维护学校形象标识的统一; 加强校园文化阵地

和文化环境的建设与管理, 逐步增设校园人文景观; 组织引

导师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浓厚校园学术文化氛围,

着力打造若干个在国内外高校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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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0 [ 5]; 5四川大学中长期发展战略和 /十一五0发展规划6对

校园文化建设的具体要求是 /要进一步拓展和发掘川大文

化和川大精神的内涵, 把 -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 .

的理念变为学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要弘扬和维护大学

-学术自由、服从真理 . 的科学传统, 培育川大文化的独特气

质。坚持严谨求是、科学规范的学术道德 ,进一步营造彰显

学术尊严、纯洁学术行为、弘扬学术正气的文化氛围。要在

师生职工中倡导和弘扬-厚德博学、虚心从善 . 的人生态度。

要建立健全师生职工行为准则体系, 制定出台5四川大学教

师和研究人员行为规范6、5四川大学党政管理人员行为规

范6、5四川大学学生行为规范6等, 全面建设四川大学优良

的学风、教风和校风以及良好的社会形象0 [ 6]。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经

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调整、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并且在

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有力地促进了高校德育

的发展, 对改善德育环境、拓展德育载体、创新德育方法等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做好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 我

们应该努力遵循高校校园文化发展规律, 紧跟时代步伐, 从

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四个层面全方位推进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 使其逐步步入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注释:

¹ 1982年 2月,受原国家农委的委托, 北京大学部分在

家的农村的大学生, 在寒假期间, 就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来各方面的情况,进行 /百村调查0,写出系列调查

报告。这些活动, 使大学生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生

产力的极大解放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0推行后农村焕发

出的勃勃生机, 并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有了初

步的认识, 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国情教育、思想教育和政

治教育, 北京大学社会实践活动由此拉开序幕。北京大学此

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很快引起了共青团中央的重视。团

中央认为, 这项活动对于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同生产劳

动相结合、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低估的

意义。 1983年 10月 ,团中央、全国学联发出 5纪念 /一二 #

九0运动 48周年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周0的通知6, 得到北京

大学的积极响应。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学生走进北京

门头沟, 开展了社会调查、普法宣传以及慰问演出等实践活

动, 进一步丰富了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为大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经验。在这一年,全国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也正式迈上了历史舞台,北京大学和首都

乃至全国各地的兄弟院校齐心协力、并肩发展, 共同促进社

会实践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参见沈千帆. 青春行: 北京大

学学生社会实践的历程与探索 [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50- 51.

º 1986年 12月 15日北京大学在办公楼礼堂举行首届

文学艺术节。文学艺术节邀请到著名作家巴金老人担任名

誉顾问, 其宗旨是提高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 激发大家对文

学艺术的爱好和追求。为期近两周的活动中开展了包括邀

请著名作家、诗人举行座谈会以及音乐会、电影欣赏、艺术画

廊等精彩的活动。 1987年底又举行了首届文化艺术节, 举

行了包括民间艺术、美院画风、歌咏大赛、时装表演等 20多

场活动, 参加者竟达到 40000人次。参见关成华. 北京大学

校园文化 [M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01- 202.

» 1987年 4月, 经章开沅校长提议, 校长办公会研究决

定,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 /首届桂子山之春艺术节 0 (后于

1996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桂子山艺术节0 )。首届桂子

山之春艺术节于 1987年 4月 30日至 5月 6日举行, 4月 30

日举行了艺术节开幕式。在艺术节期间,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文娱活动,如全校性文艺大奖赛、诗歌音乐会、演讲比赛、百

科知识竞赛、美术书法摄影展览等。参见华中师范大学校园

网 [ 2009 - 05- 15] . http: / /www. ccnu. edu. cn /xywh /xyhd.

htm.

¼参见5山东大学 /十一五 0事业发展规划6, 山东大学

校园网 [ 2009- 06- 15]. http: / /www. fzgh. sdu. edu. cn / pass/

pass. php? pid = 132; 5四川大学中长期发展战略和 -十一

五 .发展规划6, 四川大学校园网 ( 2006 - 04- 20 ). [ 2009 -

06 - 15 ]. http: / /202. 115. 32. 192 /new s /zt/ sdhzt/w eb info /

2006/04 /204269556039144. htm; 5中南大学 /十一五0事业发

展规划纲要6, 中南大学校园网 [ 2009- 06- 15] . http: / /ghb.

csu. edu. cn /News /News - Conten t. aspx? New ID = 138; 李建

强,刘少雪, 陈  鹏, 黄海洋. 以规划引领学校发展 ) ) ) 上海

交通大学 2005- 2010年发展规划剖析 [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5( 3): 95- 96.

½ 参见5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纲要 ( 2006) ) )

2010年 ) 6,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网 [ 2009- 06- 15] . http: / /

gh. hit. edu. cn /hgd jg2006 /new s33 _6. htm; 5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文化建设规划 ( 2005) 2010年 ) 6, 原载5北航校报6第 642

期,转引自 [ 2009- 06- 15]. h ttp: / /www. h - ue. edu. cn / jw c /

show. php? lm = e lseun&i id = 1112849797; 5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校园文化建设规划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园网 [ 2009- 06

- 15] . http: / /www. cueb. edu. cn /101463 /101465 /10177. h-t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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