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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育人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

用，其目的在于促使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技能，具备更强的科研创新能力等。

文化育人的有效途径主要包括校园文化、学院文化和团队文化建

设等方面。通过全方位文化育人工作将提升研究生的品德修养和

思想政治等综合素质，从而满足我国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对高

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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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先进文化建设是我国各类大学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体现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其中以德育为

首的文化素质极其重要。因此，研究生培养阶段的文化育人工作

在此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将积极增强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全

面发展。研究生文化育人工作需要高校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团

队文化和学院文化，构建好全方位文化育人的有效途径。

一、构建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营造文化育人大环境

校园文化氛围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有着重要影响，可以通过以

下四条有效途径实现文化育人。

（一）构建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

以校风校训为标志，在固定位置张贴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校训和校风的标语。同时，在不影响教学和办公基本

需求的基础上，保持重点保护的历史建筑原貌，如老楼栋、老校

门和标志性建筑等，并与现代景观有机融合，构造既有现代文明

气息又有历史人文特色的和谐校园文化环境。

（二）展示底蕴深厚的校史文化

高校校史展馆记载着高校独特的办学传统和理念。研究生通

过参观校史展馆可以深入了解学校发展的历史，回顾前辈们艰苦

奋斗的历程，激发其对学校的自豪感，激励其在将来的学习、生

活和工作中为学校增光添彩。在校史展示时，可采用全息投影、

数字光影沙盘、互动翻书和多点触摸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来完善展

示环节。

（三）营造氛围浓厚的生活环境

宿舍文化、文娱体育和社团活动是研究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宿舍文化建设方面，可开展文明用语征集、书画摄影作品

展等活动，丰富研究生宿舍文化；在文娱体育活动方面，可以举

行歌咏比赛、球类比赛丰富研究生的业余生活；在社团活动方面，

可成立各种形式的社团，如合唱团、研究生剧社等文化社团促进

研究生全面发展。

二、构建特色鲜明的学院文化，营造文化育人小环境

高校学院所展现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管理制度体现了学院

文化的主要特色，学院文化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等四

个层面进行建设。

（一）弘扬崇尚科学的精神文化

学院弘扬培育学术大师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形成特色鲜

明的院训、院徽和其他标志，展现独特的院风、学风和教风，大

力构建崇尚科学、探索真理的文化环境，主动搭建对外交流的文

化平台，提升学院文化的内涵与品质。

（二）建设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

建设学院历史展厅、历史长廊等向研究生介绍学院和学科发

展历史，激发研究生对学院和专业的热爱，对前辈和杰出校友的

尊崇。同时，将体现院训、院徽等标志用于公告栏、会议室、宣

传展板、档案袋、信封、信纸、中性笔、纸杯、纪念品和文化衫

等各种物质实体，让学院文化触目可视、触手可及。

（三）完善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

围绕学科建设积极构建和完善学院党政联席会、教授委员会

和学生工作委员会等管理制度，以人为本，从制度上保障研究生

在品德修养、学术专攻、文体活动和身心健康等方面阳光成长。

（四）构建形式多样的行为文化

通过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调

动研究生积极参与，浓厚学院的行为文化氛围。同时，把行为文

化建设纳入到研究生党支部和团学会日常活动，通过党、团活动

增强研究生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提高文明素养，规范言行举止，

促进行为文化建设。

三、构建合作创新的团队文化，营造文化育人的微环境

研究生团队是由导师引领，以相互学习和持续创新为目标，

通过师生的团结合作来学习、共享、使用和创造知识的科研群体。

构建合作创新的团队文化可以引导、感召和凝聚个性不同的研究

生，实现信息共享、能力互补、共同进步，完成团队的课题任务，

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社会价值，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一）树立团队师生的共同价值观

团队文化的核心是成员所拥有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研

究生导师当以身作则，树立高尚人格，涵养渊博学识，弘扬家国

情怀，急国家之所急，研国家之所需，引领学生主动投身科学研究，

勇于攻关，敢于创新。

（二）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

在管理制度上，应当激发研究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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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口头表达、书面表达、沟通协调、数据分析、逻辑推理

和总结归纳等科研能力；同时，导师根据研究生的兴趣、能力差

异因材施教和因材施用，发挥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完成好团队的

总体任务并达到个体的培养目标。

（三）营造传承创新的团队文化

让高年级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生担任组长，实行“传、帮、带”

模式的学术传承，让本科生、低年级与高年级研究生跑好科研任

务的接力赛。“传、帮、带”的团队文化在研究生胆识、毅力、

信心和勇气等非智力因素方面将给予充分滋养、培育与熏陶，为

其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精神动力和人文关怀。

四、结语

文化育人在研究生培养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其目的在于

塑造正确价值观，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掌握专业知识技能，提升

科研创新能力，将来为国家建设服务。校园文化的育人途径主要

在校园环境、校史展馆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学院文化的育人途径

主要在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文化等方面，团队文化的育人途

径重在价值引领、制度建设和传承创新等方面。将三个层面的有

效育人途径有机结合将更好地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满足国家建

设对未来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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