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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关于新形势下高校校园文化到文化校园的研究报告 
◆梁  敏  喻春艳  彭春莉  张守泽 

（成都文理学院  610400） 

 
摘要：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中国文化传承和中华

民族振兴的主体。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如何使大学生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吸收营养，自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达到由校园文化向

文化校园转变，已经成为现在许多人探讨的问题。本项目以成都文理学

院书法艺术长廊为依托，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高校校园文化，

针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及校园文化向文化校园转变进行研究，推动文化

校园的氛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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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背景   
随着当今科技的日益发展，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并呈现出多元化
的趋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经济迅猛发展，已经成
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国的
文化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化自信时尤
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
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个代表，在世界上影响深远，其艺术价值也得到了广泛的
认可。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书法也成了外国人
关注的焦点，因此，书法教育也越来越受重视，成了校园文化建
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调研目的 
研究和建设校园文化旨在让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更

直观的了解，促进大学生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构建文化校
园新格局，促进各高校更好地建设文化校园，从而更清晰地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三，调研方法 
1.对本校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2.通过各种平台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3.根据网络资源，把问卷发到各个大学生群里，进行网上调

研。 
四，调研结果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高校都能够考虑到要将传统文化

融入到校园建设中，但是仍有较多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具体实施
方面还有待提高。通过调查发现，高校的老师基本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教授专业课程的老师，占较大比例；二是教授文化通识类课
程的老师，比例较小，多集中在基础课部或社科部，甚至有的高
校没有基础课部，由此导致传统文化类课程开设较易出现师资匮
乏的状况。针对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公选课的课程设置、开设形式、
内容选择及学生的兴趣、期望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学
生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希望学校可以大量开设各类
传统文化类的选修课。  

五，调研分析 
目前我国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一些

学校由于学校管理层对传统文化融入校园建设意识不足，往往会
忽略学校相关制度的建立，传统教学管理制度上，缺乏中国传统
文化的规划，导致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十分随意；由于大学生课程
中传统文化课程占据比例较小，导致教师开展工作不积极，学生
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这同时也导致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知识
了解不全面；校园文化建设中师生共同参与意识不强，这对传统
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很不利。这些都是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校园文化以校园活动为载体，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文
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传统校园文化、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不平衡的现象，背离了校园文化是大学生
素质教育的手段的宗旨，校园文化建设盲目偏向现代化，却没有
在精神上追随现代文明的脚步，有时忽视现代校园文化的多元
性。 

校园文化建设者多以物质奖励或学分奖励制度作为鼓励方
式，容易带给大学生物质文化大于精神文化的错觉，导致学生产
生“功利性”。因此，在提供奖励的基础上应该设立管理制度，
不达标者将得不到奖励。以成都文理学院书法长廊多语种讲解服
务队为例，我们在招新时通常不会提到是否能通过担任讲解队员
而申请学分。此外，应对每一次的招新队员进行考核，不仅是讲
解技能方面，还要注重个人的品质，以及了解加入讲解服务队的
目的所在，看他们是为了提升自己还是为了“奖励”而来。 

六，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高校校园文化进行调查研究，结合当前高校校园文化

推广建设与问题并存的发展概况，提出具体建设方案和文化校园
转变落实方案：加强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以特定的
制度形式来规定文化行为活动，大力开展物质文化建设，如设立
书法长廊以校内文化依托，定期开展书法活动和讲解，加大活动
参与力度，致使校内人员都有机会参与。 

以作者所在学校为例，作为全国优秀的独立学院，成都文理
学院书法艺术长廊将书法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校
园环境建设中，让师生时刻置身于充满中华传统文化韵味的校园
环境里，润物细无声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我校外国语
学院学生党支部就学院书法长廊组建四川省书法艺术社科普及
基地多语种讲解服务团队，经过多年摸索，形成良好的讲解模式：
1.对内：定期的给各个学院大一新生每周进行讲解。2.对外：我
们每年都会数次接待一些小学和中学同学、家长及老师，更会接
待一些外宾，其中有学生和老师，更有政客，比如澳大利亚的前
任总理陆克文。面对不同的对象，讲解服务队采用的讲解方式和
内容深度会有相应的变化。 

在提供讲解服务的同时，将地方传统文化精华与校园精神相
融合，依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基地，通过带领
队员们多读、多听、多看，多接触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流派，在
博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培养出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 

校园行为是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同时学校还
鼓励学生建设传统文化类社团，通过知识竞赛、交流探讨会、传
统文化知识讲座、社会实践活动等让学生切实投身到校园文化建
设中去，直接和间接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以促进文化深度以及
文化氛围的形成。 

七，结论 
从校园文化到文化校园，我们以书法长廊的建设为着力点，

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文化传播的广度，使每位在校生接受文化的熏
陶，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播下一粒粒种子。高校是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需要发
挥高校的主要作用，才能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滋养学
生身心，全面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进而构建整个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从而完成从校园文化建设向文化校园氛围形成的过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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