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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孟  凡  华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存在局限于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的层次

上, 建设主体被缩小和共性突出、个性不鲜明等问题。因而笔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意见, 希望把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引向健康有

序的发展方向, 克服以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上的缺陷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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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校园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大学校园文

化泛指在大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大学人创造并存在和发展

于大学校园中的一种文化。它是大学内部一切活动及活动

方式的总和。狭义的大学校园文化主要是指大学精神, 强调

大学师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 ,表现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广义的大学校园文化在与时俱进

的进程中形成了如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共存性,共性文化

与个性文化的统一性和动态文化与静态文化的合一性等鲜

明的特征, 以及引领文化,凝聚向心力,规范约束和陶冶激励

等特有的功能。本文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正是基于

广义的大学校园文化研究而论。

一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是一个由现

实状态向相对理想状态发展的概念,是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

的客观要求和为实现现代大学功能而导致的大学人自觉的

行为过程。没有大学人的自觉实践过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就无从谈起。然而行动的自觉源自客观的需要和人对客观

需要认识的自觉。

(一 )大力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

客观要求

我国社会的发展, 客观上对大学提出了建设大学校园文

化的要求。这种客观要求,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我

国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学先进文化的引领,需要大学提供

与之相适应甚至适当超前的科学技术支持,先进的思想理论

支持和人才支持, 这些都有赖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第二

是我国大学校园文化的现状还不能适应我国和世界发展的

客观要求, 这无论从我国大学目前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现

状看, 还是从我国大学目前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现状看

都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因而,如果不大力推进大学校园文

化建设,就不可能完成好我国大学对社会所肩负的神圣使

命。第三,从提升我国大学的办学水平上看, 近现代社会发

展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学的

办学水平。哪个国家有高水平的大学, 哪个国家的经济就迅

速腾飞,哪个国家的社会就快速发展。特别是那些拥有世界

一流水平大学的国家尤为如此。

(二 )大力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是实现现代大学功

能的需要

功能是一个集合概念, 是对现代大学的任务、宗旨、目

标、作用的集中概括。概括而言, 现代大学的功能有四: 一是

人才培养,二是科学研究, 三是社会服务,四是文化引领。实

现现代大学这四个方面的功能,都离不开大学校园文化及其

建设。

人才培养所需的是育人文化。现代大学通过自己特有

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 特别是办学精神, 培育和塑造 /有文

化0的全面发展的人, 这个过程形成的文化就是育人文化。

科学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所需的是创新文化。树立创新的

理念,构建创新型的教育教学体系,形成创新的学术氛围,开

展创新活动,这个过程所形成的文化就是创新文化。社会服

务所需的是服务文化。大学研究、创新、传播、吸收高深领域

的知识,归根究底是为了服务社会。在进行以上诸方面活动

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就是服务文化。建设育人文化、创新

文化、服务文化, 就是为了实现大学引领文化的功能 [ 1]。而

大学要担负引领文化的社会责任,首先必须加强自身的文化

建设。

(三 )大力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是提升大学人的素

质的需要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竞争, 更是文化



的竞争。大学要实现应有的功能 ,承担起引领先进文化的重

任, 关键在于是否能培养能够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现代大学

人。而要培养出能够引领先进文化的大学人,丝毫也离不开

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只有大力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创

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大学校园文化 ,才能不断提升入学人的素

质, 使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提升大学人的素质互为促进, 相

得益彰。

(四 )大力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是建设和谐大学校

园的需要

建设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大学校园具有一致性。二者

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与文明的机构,

理应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要建设和谐大学校园, 根

本问题是建设好大学校园文化。在和谐大学校园的建设中,

主要是建设教学系统内部的和谐, 科研系统的和谐, 人际和

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谐等。而这诸内容的和谐建设,

都离不开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 都离不开健康而又先进的校

园文化的引领。换言之, 和谐大学校园文化是和谐大学校园

建设的前提, 和谐大学校园是和谐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结

果 [ 2]。因此, 要建设好和谐大学校园, 就必须大力加强大学

校园文化的建设。

二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丰富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和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 故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应当在以上

四个方面展开。但从近些年国内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实际

情况看, 85%以上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往往局限于对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管理层次上。笔者曾就校园文化建设

内容作了一次问卷调查, 95% 的学生反映, 刚进大学各种社

团招聘, 我们踊跃参加, 但内容单一, 无专业教师指导与引

导, 社团组织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87% 的学生反映大学校

园文化应熏陶情操。但学生接受的空洞说教太多,无济于思

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原因在于国内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

的认识和实践的文件仅仅来自教育部下发的相关文件, 而教

育部下发和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大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而不是从大学校园文化整体建设上来

提升学校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当各大学将教育部文件贯

彻到底, 最终势必导致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局限于学生管理和

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上, 而不是把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放在整

体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的大背景下来操作实施。这种把大

学校园文化局限在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上的建

设大大限制了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大学校园文化功能的

发挥。因此, 应当设法使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丰富起来。如

对文件的学习讨论, 只是文件精神灌输, 90% 以上的学生未

把其当回事情, 如果主持者能多维度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

效性, 把学习文件与实践结合,上升到大学的行为文化, 其结

果可能是最优的, 既丰富了校园文化又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

质。

(二 )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不全面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应是全体大学人,而这种主体

可分为领导与组织管理主体和参与主体 [3] 7。从近年来各大

学的校园文化建设看, 领导、组织管理主体往往只局限于少

数校领导、学工部门、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 参与主体则往往

只局限于大学生群体,广大教职工往往不在其中。其原因我

们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 大学人对自身在大学校园文化

建设中的主体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 各大学在帮助大学人

认识自身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主体性上存在缺陷。如教

师和教辅人员,教师认为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与自己无关,

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上课,而教辅人员认为我为你服好务就

足够了,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理念上升到一定的文化层次, 其

实,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全局性认识的不足导致其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内涵

认识存在局限,从而导致其动员的主体范围缩小。因此, 应

当设法使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更加全面。

(三 )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不突出

就当前大学校园文化整体发展现状说, 相当一部分大学

在推进实体文化、制度文化建设, 尤其是促进观念文化的核

心即大学精神的形成中, 尚未注重体现各大学自身的特点、

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据作者所知某文科院校有悠久的历

史文化,是红色革命根据地, 但该校未抓住其特色文化做大

校园文化,致使整体水平停滞不前。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趋于

一般化,个性不明显。校训雷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不少

大学的校训是从 /厚德0、/博学0、/自强 0、/求是0、/创新0

等词语或同义词中选择几个词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 [ 4]。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之所以共性突出 ,个性不鲜明, 这主

要是对大学校园文化的片面认识造成的。人们只看到大学

校园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 而忽视了大校园文化个性的存

在。虽然,大学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必然具有大学

文化的共性;大学是社会的育人之地, 必然要体现社会要求

的必须共同遵循的大学教育与管理规律,因而, 各级各类大

学的文化建设都必然具有共性 [ 3] 90。另外,现在不少学校在

朝着 /研究型、综合型、国际性0的国内或国际一流大学努

力,目标雷同, 自然提法相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校办

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的雷同。在 /整齐划一0的理念和模

式下,出现了 /千校一面0的现象。但是, 大学校园文化还应

当是一种个性文化,没有个性文化的共性文化是不可能存在

的。正是有了各自大学的个性文化, 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

大学校园文化。因此, 为了正确进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必

须克服这种认知上的误区。

(四 )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相脱离

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目的应该是使校园成为承担精神

文化的载体,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但是,

部分大学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现状却时常背离了这一宗旨。

有的大学甚至把校园物质文化的建设和意义等同于建几栋

漂亮的房子,增添若干硬件设施,津津乐道其数量、质量和外

形。这种离开了大学精神文化,单纯的大学校园物质文化建

设就失去了文化建设的意义, 只能流于形式与肤浅 [ 5]。究其

原因,一是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尚处于初步建设阶段有关,

很多大学对校园文化中精神因素的作用认识得不够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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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对物质文化建设缺乏明晰的文化目标,特别是一些新合

并或者专升本的学校,大学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举办校园文

化活动只注重活动场面的活跃, 以为只要挂上色彩纷呈的条

幅和标语, 就会达到活动的效果, 而不是思考如何塑造学生

的灵魂。二是在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 注重

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硬件水平显得更为迫切和理直气壮。各

学校在校园物质文化设施建设上均增大了投入,新建了一批

图书馆、体育馆、多功能娱乐厅等教学和文化设施,这些新的

设施本应充分注入大学文化的内涵,但由于缺乏文化的自觉

而往往只显其 /形 0不见其 /神0。有的学校植树栽花, 甚至

建起了各种雕塑, 但是缺乏对雕塑文化含义的挖掘、探讨和

宣传, 没有展现出物质文化设施的精神文化意义, 同样使人

/只见其形不见其神0, 使校园物质文化的发展处于一种低

水平的 /空耗0状态。因此, 应当设法使物质文化建设与精

神文化建设相互协调起来。

三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一 )建立研究机构, 进行理论探讨

当前理论界关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不够,一般只

是就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或新情况来研究解决

之策。这样一个庞杂的课题没有一个研究机构,而仅依靠学

者就事论事不可能找到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建立研究机

构, 进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 是大学校园文化建

设的必备条件。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机构不仅要研究国

内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果, 还要研究国外的大学校园文化

建设成果, 特别是国内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

建设成果。同时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机构不仅要研究本

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以获得正确的经验、成果,吸取教

训, 克服盲目,也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预测好未来大学校园文

化建设的方向。

(二 )建立和完善校长选拔机制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好的校长是带起一

所好的大学的前提条件, 一校之长的治校理念关系到学校的

精神面貌和学校的发展前景 [ 6]。没有陆登庭, 就没有现在的

哈佛; 没有蔡元培,北大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因此, 一

所好大学, 必须要有好校长,更重要的是要有选拔好校长的

运行机制。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耶说: /在确认大学校长的

中心作用时, 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校长是否为大学提

出了鼓舞人心的宏图大计和远景规划?0而新中国成立以后,

大学校长多由本校内部产生或由上级委任, 开拓意识不强,

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持续性战略思考,对大学精神的内

涵理解不深、重视不够。所以,重建良好的校长选拔机制很

有必要。

(三 )构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全面运行机制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决不是学校内部哪一个

或几个部门所能建设得好的, 更不是如目前许多大学一样仅

凭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部门的努力就能做到的。大学校园

文化建设与学校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关系,大学校园文化

建设需要大学人全员共建。大学人应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是

大学校园的一份子 , 参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既是自己的权

利,也是自己的义务。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好坏与大学校园

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而每一个人都要为把大学校园文化

建设得更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 )挖掘学校特色,培育特色精神文化

大学的特色是指在一定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和长期办学

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优质和富有开创性的个性风貌。大

学特色来源于大学的本色。本色者,大学本质与规律也。遵

循了大学的本质与发展规律, 大学就可以办出特色。有特色

就有优势,有优势就有实力 ,有实力就有发展。

大学精神是大学生命的源泉, 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既

继承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又有明显的时代变化气息; 既有

共同形态的普遍内涵, 又有着明显的地域民族色彩。因此,

大学精神的培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发扬学校的优

良传统。校园文化建设要在尊重学校发展历史, 传播先进发

展文化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相结合, 接受历史馈赠的同时

不忘开拓和创新,以形成古今融合的特色文化体系。二是从

实际出发,根据办学优良传统、学科特点、办学优势、人才类

型和人才结构,确定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各类大学的情况

不一,校园文化建设只有在立足于这种特殊要求基础上, 才

能更好发掘学校内部的各种潜力,提升学校的品位与水平,

提升师生员工的素质,促进教师立业,促进学生成才。

(五 )营造学术自由、崇尚科学的文化氛围

大学之 /大0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 大学之

/学0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大学是国家最高

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思想、学术基地。大学既要有由下而上

的文化积累和进化, 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 [7]。

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 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

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象牙塔文化的衰落是整

个民族衰落的先兆。而大学就是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大学

要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方向, 它的根本尺度不应为

某一特定的现实取向 (如就业 )所左右, 而应该超越现实,摆

脱世俗生活的纠缠,从高起点上结合现实、改造现实、服务现

实。大学应在整个文明体系中拥有独立的文化权威。教授

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人有言论自由; 大学有权利从学术角度

出发,决定谁教书, 教什么。这样才能营造一种学术自由、崇

尚科学的文化氛围。

(六 )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

程。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也需要持续地开展, 才能使大学校园

文化永葆生机和活力。大学校园可以组建各种兴趣小组、开

设多个社团、举办多种学术讲座、举行多项比赛等来丰富大

学人的生活。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每年进行橄榄球比赛,耶

鲁大学每年公开举行 1000余场的音乐会, 国内高校开展的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0研讨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果展 0、

/大学精神与使命 0的讨论、/科技创新0、/数学建模0、/设

计大赛0、/讲课比赛0、/高雅艺术进校园0、/科学与艺术0

系列讲座、/教授论坛0、/博士论坛0、青年科技节、文化节、

艺术节等系列品牌活动,这些都能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起

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83第 2期               孟凡华:试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七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为了更好地推进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发挥大学校园文化

的功能, 大学应当建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评价体系,这个

评价体系包括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评价方案的设计以

及评价方案的实施等。其中, 评价机构设置后还应设计科学

的评价方案,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有有形建设和无形建设, 那

么评价方案应体现出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的结合; 同样, 在

实施过程中也应将二者结合。由此可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

的评价体系有利于实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科学化,克服建设

的盲目性和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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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MENG Fan- hua

(Univer 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The cam pus cu lture construction is a dynam ic developm ent process. Currently, the cam pus cu lture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is lim ited to the leve l of student managem ent and ideo log ica 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sub ject has been na rrowed and the

comm on charac ter o f the subject is outstand ing, w hile the indiv idua lity is not d istinct. This paper puts fo rw ard som e suggestions as

counte rm easures to gu ide its healthy and orderly direction and overcome the d istortions and im pe rfections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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