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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高校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杨 武 成
(中国石油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摇 要]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精神内核和特色文化。
在育人方面,高校校园文化对在校大学生具有价值导向功能、规范约束功能、情操陶冶功能、身
心调节功能,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平、审美情趣、文化修养。 因此,在实现高校

育人功能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不断加强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

化建设、基础平台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从而不断探索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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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及其育人功能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逐渐积

累和沉淀下来的独一无二的特质,主要是由大学生、
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等校园文化群体传承和创造的

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校园文化是不同时代保

持一所学校连续性和同一性的内核基因,是一所学

校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校园人的精神和智慧的

历史积累和凝聚。冶 [1] 高校校园文化是一种亚文化,
是社会主体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是立足高校

自身特点,结合高校所在地的地域文化特色,顺应社

会和时代发展潮流逐渐发展起来的,适应于某一特

定人群的文化共识。
高校校园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

神文化和行为文化。 校园物质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

的表层结构,主要是指高校在长期建设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富含文化蕴味的实体景观,是一个高校

校园的硬件环境,如教学楼、实验室、校园雕塑等。
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景观能够营造健康、和谐、向上

的文化氛围,“对帮助大学生确立高尚的人生理想、
健康的人生哲学、乐观的人生态度大有裨益冶 [2]22。
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大学在

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达到既

定的教育目标,而在长期的校园文化创造过程中积

淀、整合、提炼出来的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理想目

标、精神信念、文化传统、学术风范和价值体系。[2]22

精神文化是高校赖以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高校的

校训、校风等都属于它的范畴。 制度文化是高校文

化的中层结构,主要包括学校规章制度等,是学校日

常教学、工作等顺利进行的保障机制,是规范校园活

动、引导学生成长的重要支撑。 高校校园行为文化

主要是,在校师生在学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

文化的影响作用下形成的自觉的行为方式所表现出

来的文化,是高校各种文化资源作用于人的最直接

的体现。
(二)高校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第一,价值导向功能。 “在校园文化的功能中,
价值引导功能是最核心的功能。 它以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要求,以多种形式为载体,体现在大

学校园的方方面面,进而对师生进行精神、行为塑

造。冶 [3]高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

于不稳定阶段,面对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网络媒体

影响扩大化的现实,他们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

响,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 校园文化作为学校师

生共同创造和享受的学校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通
过其长久积累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

为文化,逐渐熏陶大学生的心灵、培养其审美情趣、
规范其行为方式,逐渐提升大学生的品德修养,帮助

他们认识世界、了解自己,更加自信地面对人生的

挑战。



第二,规范约束功能。 高校校园文化不仅是一

种精神共识,也是师生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作为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的主要表现,规章制度以十分明

确的内容规范了大学生的行为模式,使正面的得到

加强,反面的受到抑制。 在制度文化的感染下,会使

学生对正确的行为模式形成集体认同感,自觉地规

范和调整自身行为。 高校校园文化的规范约束功能

主要通过“外部强制约束冶和“内部自觉约束冶两种

方式实现。 外部强制约束就是指学校通过制定规章

制度,强制学生作为和不作为;而内部自觉约束则是

学生根据对校风、校训等校园文化形成的价值判断

标准,自觉地选择作为或不作为。 两种行为规范模

式相互补充,使以“法冶治校和以“德冶治校相结合,
共同培养学生文明健康的行为模式。

第三,情操陶冶功能。 高校作为人才的聚集地,
不仅集合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凝聚了先进的

思想和文化。 在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中,大学生不

仅能接触到先进的科学理念,更能接触到人类文明

的思想。 在先进思想和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大学生

的心灵和情操会得到不断的净化,潜移默化地认识、
接受并自觉地传递校园文化的正能量。

第四,身心调节功能。 高校不仅是大学生学习

的场所,也是他们生活娱乐的场所。 随着高校基础

设施的日益完善和学生社团活动的日益丰富,高校

校园文化的身心调节功能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也越来越重要。 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二课堂不仅丰富了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强健了他们

的体魄,更培养了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拓宽了大学

生的学习途径和方式,使之获得更多课堂外的知识。
二、发挥高校校园文化育人功能的途径

(一)加强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高校校园文

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育人,是大学的基本职能;特色,是建设高水平

大学的生命。 世界上越是知名的大学,其精神文化

就越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个性。 目前,大多数高校都

以建设“研究型、综合性、国际性冶的大学为目标,千
校一面。 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校校园文化功能,实现

育人目标,必须加强高校精神文化建设,彰显高校的

独特个性。
第一,立足校情,传承并弘扬学校特色文化。 特

色是一所高校的生命,是其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最本

质的内容。 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1953 年因油建

校,后又因油发展,60 年的风雨历程使之逐渐形成

了以“石油人冶、“油文化冶为主导的特色文化。 无论

是“惟真惟实冶的校训还是“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冶的

校风都是对石油工业光荣传统一脉相承的具体体

现。 “石油人冶、“油文化冶是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财

富,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以此为工作的基

础和出发点,不断传承、丰富、创新它们的内涵。
第二,扎根现实,丰富创新校园文化内涵。 校园

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历史在发

展,时代在变化,校园文化建设发展要与时俱进。 突

出高校特色文化,必须将校园文化植根于社会文化

的深厚土壤之中,不断吸收社会文化的营养,使校园

文化融合时代精神,进而促进校园特色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支撑,在建设发展高校特色文化的进程中,
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赋予校园

精神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第三,融合地域文化,增强校园文化生命力。 建

设高校精神文化,必须重视地域文化特色,将校园文

化特色与学校所在地的地域文化特色结合起来,丰
富校园文化的内容。 “地方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人文根基和力量源泉,任何高校都是处在不同

特色的文化区域之中,学生一旦长期处于某种特殊

的地方文化氛围之中,也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该地域

文化的影响,会对该地区的文化传统产生兴趣和亲

和感。冶 [4]对于发展、丰富校园特色文化而言,吸收

地域文化的优秀资源尤为重要。 如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2011 年由东营迁至青岛,地域文化特色也发

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扎根青岛地域文化,推动石油

文化与青岛海洋文化相结合,吸收青岛文化的精髓,
不仅会为学校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而且会增强

学校校园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
(二)加强高校相关制度文化建设,发挥高校校

园文化的规范约束功能

高校校园文化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作

保障,而制度的完善要求高校建设者具有高度的文

化自觉。 “何谓文化自觉? 说简单了,就是对文化

的本质、规律和大学的文化职责有感性和理性相结

合的认识,对本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全面、系统、长远

的考虑。冶 [5]

第一,整体把握,把校园文化建设纳入学校总体

规划。 就目前而言,虽然几乎所有高校都有自己的

发展规划,但是,这些发展规划主要涉及科研、财务、
师资队伍、实验室建设等,却很少将校园文化建设列

入其中。 “由于割裂了与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

方案、学科专业设置等的紧密联系,没有放在学校的

整体布局和发展规划中,势必使校园文化建设缺乏

全局性和长远性,不能够很好体现和发挥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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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的作用。冶 [6]64为了更好地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

作用,需要在整体上把握校园文化建设在推动学校

发展和人才成长中的作用,加强校园文化资源与人

才培养方案等的联系,并将之列入学校的总体发展

规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实现校园文化育人的目标。
第二,发扬民主,建设科学有效的校园制度文

化。 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是实现校园文化育人功能

的可靠保障,会不断推动高校校园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 为了推动校园文化育人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

科学有效的制度,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 在制度建

立之初,要提高师生的参与度,“要充分发扬民主,
完善教代会、学代会制度,确立现代大学制度冶 [6]65。
在充分考虑学生、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校园文化

建设及育人制度,实现有“法冶可依,以强制手段推

动学生有所为、有所不为,规范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思

维方式,从而为顺利推进校园文化育人保驾护航。
第三,加强监督,规范管理,建立起有力的约束

机制。 监督和管理是为了使制度能够得到充分的贯

彻实施。 通过监督、管理,对合理的要发扬,对脱离

实际的要摒弃,使制度得到不断落实和完善。 在加

强监督管理的同时,引进奖惩激励机制,“充分发挥

师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

健康和谐的校园制度文化冶 [6]65。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发挥高校校园

文化的情操陶冶功能

高校校园文化的构建需要校园活动的开展,校
园文化氛围的活跃也需要校园活动的调节。 作为高

校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校园活动以其丰富的

内容满足了不同学生对精神文化生活的不同需求。
第一,以学校为主导,推动校园文化活动健康开

展。 首先,要发挥学校的思想引导作用。 在校园文

化活动开展时,要做到愉悦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自主

性与教育性的统一。 缺乏对校园文化活动的正确引

导,最终会使校园文化活动流于肤浅,出现混乱,因
此,学校要以调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积极开展学生

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活动。 例如,将高雅艺术引进

校园等,能与学生自主创办的活动相互补充,在保证

活动愉悦性、自主性的同时,实现校园文化活动对学

生的教育功能。 其次,要发挥学校的保驾护航作用。
要积极制定关于校园文化活动的相关制度和政策,
使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制度保障、政策支持。 与

此同时,在校园活动的未来发展问题上要给予前瞻

性指导,以保证校园文化活动未来发展的科学性、合
理性,使学生在自主创办校园文化活动时少走弯路,
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实施。

第二,以学生为主体,推动校园文化活动有效开

展。 任何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都必须以学生为主

体,否则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 “课外活动要兼

顾教育与情趣、知识与娱乐、活动与休闲,努力让学

生根据天资所好,各得其所,各行其乐,变命令式为

倡导式,变禁止式为诱导式,变接受式为参与式,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让学生自己组

织,主动参与,寓教于乐。冶 [7]15鼓励学生自主创办各

种社团和兴趣小组,如乐团、书法社、文学社等,鼓励

学生开展各种各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以大学生科技

节、志愿服务节、体育健身节、文化艺术节等全校性

的活动为依托,集思广益,创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活动中来,实现校

园文化活动的情操陶冶功能。
(四)加强校园基础平台建设,发挥高校校园文

化的身心调节功能

第一,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学生发展的“硬冶平

台。 基础设施是学校物质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它的

建设和发展不仅体现学校的办学水准,也直接影响

着生活在其中的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审美水平。 校

园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坚持三个原则:结合学校实

际、体现学校特色、融教育性和艺术性于一体。
结合学校实际是指,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以学

校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历史特色为出发点,进行科学

合理的规划,实现学校发展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体现学校特色是指,高校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时不能“人云亦云冶,应当充分考虑学校自身特色,
将学校的特色文化和独特精神内涵融入学校基础设

施中去,明确标志性建筑的文化意蕴,完善相关设施

的文化内涵。 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为例,在进行

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首先突出“创造太阳冶雕
塑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同时建立抽油机等模型,使学

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校园内的石油文化氛围。
融教育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是指,在进行校园文

化建设时,不能为了建设而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

一项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工作,关系到学校的基础

文化氛围,在建设时需要高度重视,“必须渗透思想

教育的成分,寓德育于物质文化建设中,同时要精心

设计,严密组织,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富有艺术

性,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物质文化建设要有艺术

性。冶 [7]1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
第二,建设第二课堂,搭建学生自觉发展的

“软冶平台。 学生社团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动

校园文化育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同的

社团具有不同的社团文化,不同的社团文化能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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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学生群体的文化需求。 在进行社团建设时,
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指导。

一是路线指导。 所谓“路线指导冶是指加强社

团文化建设,引导学生社团的发展方向,坚持走高

雅、健康、向上的社团文化之路。 学生社团作为吸引

和凝聚学生的重要力量,它的发展方向和文化特色

直接影响着社团内部的大学生。 为促进社团对学生

进行良好的引导教育,必须在学校特色文化的基础

上加强社团文化建设,结合社团自身的特色,逐步形

成健康、独特的社团文化,走符合校园文化育人制度

和学生文化需求的社团发展道路。
二是思想指导。 所谓“思想指导冶是指提高社

团活动的思想性、时代性。 社团不能为了活动而活

动,要有先进的思想作为社团建设的指导。 在提高

社团活动思想性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增强社团活动

的时代感,不断丰富社团文化,增强社团的生命力和

活力。
三是格调指导。 所谓“格调指导冶是指提倡内

涵深刻、格调高雅的活动。 积极推动高雅艺术进校

园,同时使高雅艺术深入学生群体,加强其在校内学

生之间的普及。 通过选拔艺术骨干在校园开展高雅

艺术走基层的培训工作,让学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并学习高雅艺术,进而带动整个学校文化氛围的改

变,在提升校园文化层次和质量的同时,促使学生得

到更好的文化熏陶和感染。

三、结语

总之,高校校园文化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种

隐性渠道,以其丰富多样、灵活自主的形式,营造了

浓厚的文化氛围及道德环境,通过价值引导、规范约

束、情操陶冶、身心调节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

产生积极影响,使学生将外在的文化熏陶内化为自

身的价值判断标准,进而生成一种行为自觉。 这为

完善高校育人模式,促进高校校园文化育人的顺利

开展,培养健全优秀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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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llege Campus Culture

YANG Wucheng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College campus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core and unique culture gradually form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鄄
versities. In terms of education, the effects of college campus culture posed on the universities students are shown in the functions of
value orientating, behaviors regulating, sentiments cultivating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adjusting, which directly affects students謖 value
orientation, moral quality, aesthetic taste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u鄄
niversities, w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llege campus culture, to continuously reinforce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ulture, regulation culture and the foundation platform, to carry out various campus activities and to make unremitting
endeavor to explore new approaches of training high鄄quality talents.
Key words: college campus culture; educational function; approaches of edu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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