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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文化传承创新: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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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助推文化传承创新应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自觉选择，文化常新特征也决定了校园文化的

传承创新功能。从树立与时俱进理念、健全科学合理机制、创设协同推进环境、创新基于

网络载体、打造特色品牌体系等途经进行建设，有助于推动高校校园的文化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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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清华大学 100 年校庆的讲话中指

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

化传承创新。”［1］高校校园文化一方面从属于社

会大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本质受社会大文化的制约; 另一方面，又时时

显示其独特性，而且以其独立性影响着社会大文

化的发展。在新的时期，如何发挥高校校园文化

的功能，以利于助推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之发

挥，是值得探讨的现实课题。

一、高校校园文化在助推文化传承

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当前，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变化

的大背景下，高校校园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但

是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等方面面临新的困境与

发展瓶颈，有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1． 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不够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

的历史进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一

切，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及一切“人

化”的事物。［2］当前背景下，高校校园文化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并不彻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高校并没有用开放的眼光去看待校园文化建设，

没有使校园文化实现与世界各种文化系统的全

方位交流。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为传

统文化的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高校应该紧抓

时代机遇，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沟通、相

互交流，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2． 民族文化的弘扬面临挑战

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民族

文化是存在于各个民族、地域、乡村和城市中的

原生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是民族

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是普通百姓代代相传的

文化财富。近年来，由于民族文化受到经济、社会

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巨大挑战，在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中，弘扬民族文化面临严峻形势。主要表现为:

一些宝贵的民族文化成果没有引起大学师生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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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重视; 一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没能在大学校园

内传播开来; 一些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的民族

文化传统，却过早地被部分青年学子毁弃。

3． 文化传播的载体较为落后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校园文化建设的

载体并没有跟上校园文化发展的步伐。特别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信息网络以其

特有的渗透力日益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近年来更是迅速地在大学校园内得到

普及，给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带来了巨大的

变革与挑战。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为高校教学

人才培养等工作提供了新的便捷工具与手段，丰

富了大学生活，同时也使得高校内信息来源急剧

多元化、丰富化、多样化，高校校园文化从寝室文

化、社团文化、班集体文化、人际文化、热点文化

等方面的变化都不难看出，许多学生的思想、心

理、知识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时代精神的创新发展滞后

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当前，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在内容、内涵方面并没有及时调整以适应

时代精神的发展，更无法体现先进文化的时代

性、开放性、创新性、民族性。因此，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要注重落实时代精神，紧跟时代步伐，要

把重点放在学生品德的形成、知识的学习以及理

想的追求上，要始终贯彻科学、民主精神，以培养

具有时代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5． 传承创新的机制缺乏保障

校园文化制度作为校园文化的内在机制，是

保证校园文化建设良性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机

制。大学文化是否能够创新，如何创新，取决于

其内部谁来控制，如何控制。大学校园文化需要

建设也需要管理。许多高校管理者缺乏增强文

化管理的意识，在大学校园制度文化创新上，没

有强化“以人为本”的原则，民主参与性差，校园

文化欠缺有效机制与长效机制。这导致校园文

化的主体局限于大学生群体和少数几个部门，而

把校园中的其他成员排斥在外。学生在校园文

化建设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其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阻碍了校园文化传承

创新之路。

二、助推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

校园文化应有之义

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必然产物，在创新人

才培养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
在全面推进新课程的背景下，校园文化传承

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组

成部分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文化是人

类群体或社会的共有产物。这些共有产物不仅

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等非物质对象，而且包括

物质对象。按这种定义，可以理解为: 文化是人

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对

象和精神对象的总和。而校园文化是指在特定

学校当中，人为创造的所有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客

观存在的总和。［3］校园文化是文化概念的一个子

概念或一个分支。按照这种解释，学校内一切人

为创造的、有形或无形的结果都是属于这所学校

校园文化范畴的元素，校园内无物不向人们展示

这所学校的校园文化。所以，每所学校自然地都

有自己的校园文化，不同的学校校园文化的含

量、质量、品位和特色会各不相同。因此，校园文

化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校园文化的创新，也正

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助推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校园文化的自

觉选择

高校校园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多元文化的冲

突不可避免地存在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

校园面临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留

学生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非

主流文化的冲突，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就是在这种

多元文化的冲突中渐趋形成与发展的。校园文化

是多元文化的激荡碰撞场所，她渗透在大学的办

学理念、管理体系、校园活动中，赋予大学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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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和不同的精神追求。又是这种气质与追求，

吸引着一批优秀的大师和学生到来，并为此而奋

斗，推动了大学创新与进步。因此，助推文化传承

创新正是高校校园文化在时代中的自觉选择。

3． 文化常新特征决定了校园文化的传承创

新功能

文化是社会的产物，又为社会所必需，它必

然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

存在，她的信息、教化、培育、认识等功能对社会

的发展有重大作用。校园文化则对校园的发展

具有独特的正向功能，校园文化的凝聚作用使学

生对主流文化价值产生认同感，从而实现对其个

体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从政治导向看，校园

文化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环境，形成各

种专业氛围，引导学生专业价值的形成。校园文

化的这些特征在构建和谐校园、促进大学生全面

成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赋予校园文化传

承创新的功能。

4． 网络新媒体的涌现需要校园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

据调查，目前超过 80% 的高校学生拥有至

少一个社交型网络的账号，其中 30% 的学生每

天至少花半小时用于该类网站。［4］移动互联网新

媒体也成为高校青年学子网络沟通、交流、娱乐

的平台，微博、手机 QQ、飞信、手机报、手机社区、
手机游戏等成为高校学生手机中的必备应用。
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的传播无论从内容还是

形式上，都极大改变了传统模式，传播速度超过

以往任何一种传统传播工具。网络新媒体信息

技术丰富了大学校园的沟通方式，丰富了校园的

物质文化，直接影响到了大学校园的精神文化建

设。校园文化理念在这种背景之下，要跟上时代

发展，勇于创新，发挥新媒体对校园文化传承创

新的引导作用。

三、助推文化传承创新的高校

校园文化路径选择

1． 树立与时俱进的校园文化传承创新理念

校园文化活动的创新并非一日之功，不能一

蹴而就，而是要求策划者具备创新意识、创新素

养，尤其是创造性素质，要勇于实践，才可能推陈

出新。高校管理者要提出全方位建设校园文化

的总思路，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全面建设、同

步发展，提高校园文化的整体育人效果。在策划

和实施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将创新传承理念

渗透到建设的全过程，要把校园文化的主导者

( 教师) 与主体( 学生) 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

性充分调动起来，才可以推动校园文化的传承创

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健全科学合理的校园文化传承创新机制

为保障大学校园文化传承创新，必须建设好

长效与长期的制度保障。第一要健全管理机制，

要把校园文化建设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制订

校园文化建设管理制度，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

才能维护校园文化建设、文化活动的正常秩序;

第二要采取激励机制，要调动各职能部门、群团

组织的积极性，形成不同层面的、有自身特色的

校园文化活动; 第三要引入竞争机制，为校园文

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保证校园文化活动

的质量不断提高。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机制的建

构，实质是对大学校园文化主体力量、文化资源、
投入条件及其组织管理方式、工作与活动流程的

不断优化与科学再造，以促进大学校园文化健

康、有序运行，保障校园文化有效传承创新，确保

高等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目标的实现。［5］

3． 创设协同推进的校园文化传承创新条件

高校管理要协同各方面，为推进校园文化传

承创新创造条件。近年来，由于教育课程在文化

传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管理者片面地

把课程看作是大学文化传承的唯一渠道，在学校

文化传承中，一味地强调开设地方课程，研发校

本课程，殊不知，学校教育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

响，目前还没有能力完全在课程设置上满足文化

传承的所有要求。课程不是学校教育文化传承

的唯一手段，高校要注重学校中其他的文化传承

方式，把单一的课程传承方式和其他传承方式结

合起来，特别要重视学校中隐形课程在文化传承

中的作用，创设协同推进的校园文化传承创新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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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基于网络的校园文化传承创新载体

第一，高校要树立教育引导的观念，扩大新

媒体覆盖，要把文化传播的重心放在教育引导

上，把网络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相

互渗透、相互支持，共同发挥作用; 第二要突出以

人为本的理念，高校管理者要丰富知识结构，改

变工作方式，变堵为疏，主动引导; 第三要利用新

兴网络媒体如微博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文化

活动，充分利用网络的交互性特征，精心策划各

种交互式栏目，从而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吸引力

和实效性; 第四要发动社会力量，调动社会资源

参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利用公众网络的资

源，将其他大众媒体，如报刊、广播、电视、图书、
录音、录像和户外宣传信息链接到校园网络上，

优势 互 补，最 大 限 度 地 实 现 校 园 精 神 塑 造 的

功效。

5． 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体系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最富创造潜力的时期，好

的思维意识、扎实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学习习惯、
创新的基本技能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

作用。校园文化不仅仅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各种要素的推动，然而

最终离不开对于校园文化建设起着核心作用的

品牌校园文化活动。品牌校园文化活动在学生

专业兴趣与专业素养提升方面起到良好的导向

作用，高校要积极推动品牌校园文化活动，打造

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体系，推动校园

文化传承创新。
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学校发展、提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文

化的弱化，文化的缺失，仍然是当下教育最令人

担忧的现象。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提

供了现代化教育的模式、现代化教育技术、现代

化教育制度、科学知识和教育观念，但仍缺少一

种深刻而持久的、可以让人安身立命的文化精

神。学校要发展，就必须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

创新，要敢于立潮头，要有新思路，同时，社会、家
庭也要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与学校共同营造发展

的良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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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it Theory and the Context Theory of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s

WANG Cai-yu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Henan，464000，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heories concerning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according to its uniformity and
controllability: trait theory and context theory． The trait theory holds that consumers have stable personalities
at work and their decisions are predictable． An enterprise should subdivide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indi-
viduals’demands． Personal traits that influence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include cognitive demand，
self-image，innovative motivation and material demand． Guided by the trait theory，consumer decision-mak-
ing style is divided into eight kinds，with different decision-making styl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market-
ing strategy． The context theory holds that consumption decisions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various contextual
factors and consumers’decision behavior can be controlled and changed． The relevant factors include physi-
cal factors，market factors，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group factors． This theory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de-
velop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induce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consumption decision; trait theory ; context theory

Boost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ZHANG Yu-guang，WANG Ya-xu，YUE Yun
( Communist Youth Leagu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510006，China)

Abstract: To boos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e should be a conscious choice in college campus
cultural building，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lso determin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function of campus culture． An idea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a sound mechanism，an environment of
synergistic innovation，an effective internet platform and a brand system can all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n university campus．
Key words: campus culture;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innovation; value orientation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XU Yi-feng1，YANG Ｒui-lan2

(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 Depart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1，China)

Abstract: Campus culture is a kind of group culture jointly created and formed by the overall staff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teaching，research，management and service under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cam-
pus． Currently，campus culture is confront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utilitarianism，superficiality and materi-
alization． Thus，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
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should tak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the guide，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is system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The common goal of both is to
realize the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campus cultur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socialist culture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