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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视域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微探
邓菁菁

（安徽建筑大学，安徽 合肥 230061）

摘要：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对学生的成长、学校的发展乃至

社会文化的转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还

存在校园文化断层、文化建设缺乏系统规划、特色文化未彰显等

问题。高校应自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完成大学的职责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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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对学生的成长、学校的发展乃至社会文

化的转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当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然面临

一些困境。高校如何在时代的变革中突破自身困境，加强自身校

园文化建设，成为一个老而新的课题。

一、校园文化的概念

校园文化，常和“青春”“活泼”等词搭配，这抓住了校园

中的主体之一——学生。青年学生的朝气蓬勃赋予了校园文化的

活力，如果这是从学生主体出发来定义校园文化，那么校园文化

的概念就被狭隘化了。校园文化不仅仅是由学生主体参与创建的

校园活动这种较为表层的文化活动或者现象。“狭义的校园文化

无法引领人们向文化的深层迈进，无法内化为人的一种自觉自在

的生存方式”。所以，校园文化应当在更大的文化视野中加以关照。

在文化哲学视域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且

其内核具有深度。“所谓文化，就是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

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其

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

加高级、完满的精神性，而以其作为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存在

的‘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

从时间上，校园文化具有精神向度的历史传承；从空间上，

校园文化，以高校为中心，可以向内外辐射，文化空间大；从创

建主体上看，校园文化创建的主体不仅仅是学生，还应该包括教

师、职能部门管理者、后勤物业人等。在文化哲学视域下，从时空、

主体等多个层面看，校园文化的内涵的纵横向度应该向内挖掘其

核心文化和深层精神，向外丰富其内容，从而使校园文化发挥其

作用人的最大价值。因此，在文化哲学视域下，广义的校园文化

应当是在高校师生主体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具有深层性精神内容

的一种持久自觉的生存方式。

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现状

我国高校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大学到现代型大学的转变。高

校的主要学生群体也转变为 00 后大学生。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也

在文化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作出改变并推动着社会文化转型。总

体上，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呈现出物质文化

建设不断改善、制度文化不断健全、精神文化建设不断丰富的良

好局面。各个高校因学校综合实力、地缘等原因，也呈现出校园

文化建设局面差距较大的情况。另外，在文化哲学视域下，我国

高校文化建设还存在以下困境：

一是校园文化断层。社会时代的变革、文化的转型引领着高

校校园文化内部结构的重建和外部文化现象的大变革。在由传统

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高校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未能很好

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校园传统文化精神

资源在校园文化的创新性建设过程中并未被很好地挖掘和利用。

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承性一般是通过校史、校训等载体来承载，具

体呈现方式大体是校史馆的参观，校训的“logo 化”。校史和校

训中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校园文化精神未被深度挖掘，从而导致校

园文化传统与创新的断层。

二是缺乏系统规划。高校校园文化包括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为主的文化类型建设。但在现实的建设过程中

缺少整体构思和规划，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建设。主要表现

在规划过度政策化，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规划建设时，在顶层设

计上过度参照政策性指标，缺乏文化内涵建设，呈现出功利化趋向，

缺乏系统性规划。

三是校园特色文化未彰显。高校校园文化有其共性之处，但

是共性不意味着校园文化建设的趋同。每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其自

身独特的精神气韵，而这独特的精神气韵正是集中体现在特色的

校园文化中。现实情况是一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形式较为单一，

文化建设内容缺乏创新，未能很好地凝练校园特色文化。

三、文化哲学视域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微探

面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存在的困境，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探索：

一是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优良的传统校园文化是一个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的基底。高校不仅只是通过校史、校训等方式传承传

统校园文化，还应当通过“人”来宣扬。比如可以开辟一个专门

的活动，邀请见证学校发展的老教授和校友讲过去故事，传承校

园文化精神。另外，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也要因时而进，把握

学生成长规律，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时代新元素。同时注意要

将传统与创新融合，让校园文化精神所发挥的力量更加深远。

二是加强文化建设规划。校园文化建设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核心力引领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建设。

对校园文化建设进行系统性规划，注重校园文化内涵建设，而非

将校园文化建设指标化、数字化。同时，统筹校园文化创建主体

之间的关系，形成共创合力，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系统化。

三是凝练校园特色文化。高校应当有自己独特地精神气度，

不应当被指标化、趋同化。高校应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资源，结

合校史校情以及学科专业等，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凝练校园特

色文化，加强校园特色文化的核心力，从而带动校园文化的建

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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