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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意义为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引导
学生在良好的教育管理氛围下积极学习校园文化，帮助学生逐渐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但现阶段实际开展这一教育管理工作时，

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现象，无法发挥出其中的教育管理意义。为了
转变这一现状，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校园文化，需要教师积极进

行教育管理形式调整，为后续的教育管理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

1　高校教育管理现状
1.1缺乏人本精神

现阶段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在开展时，存在缺乏人本精神的问

题，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第一，部分高校管理
人员对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在实际进行教育管理形式

设计时存在设计整体性不高的问题，教师无法在良好的教育管理

氛围下开展教育管理工作，学生对这一教育工作中的深意了解不
足。第二，部分高校管理人员对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方法不够

了解，没有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培训活动，教师无法逐渐提高自

身的教育管理综合能力，对后续的教育管理模式设计有直接的影
响。为了转变这一现状，教师需要积极需要学习这一管理方

法，形成良好的人本精神，构建良好的教育管理校园氛围。并

且，积极转变自身的教育管理观念，从多角度出发进行教育管理
模式调整，保障教师能够在不断调整管理方法的同时形成良好的

教育管理观念，能够总结整理出优秀的管理形式。

1.2管理创新不足
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在开展时，存在管理创新不足的问题，第

一，受到传统综合培养模式的影响，部分高校管理人员在教育管

理工作中，没有积极进行管理模式创新调整，这一管理模式与现
阶段学生综合能力培养需求不符，教师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融入

校园文化当中，没有从学生学习需求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导致高

校教育管理存在不完整的问题。第二，教师在调整管理方法的过
程中，没有相互沟通交流，制定的管理模式存在单一性，学生无

法积极主动的融入到其中。为了转变这一现状，提高高校教育管

理整体质量，需要教师明确在其中融入校园文化的具体意义，引
导教师积极进行教育管理形式调整，构建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

为后续的校园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1]。

2　在高校教育管理中融入校园文化的意义
2.1教育管理核心内容

在高校教育管理中融入校园文化，能够进一步提高教育管理

整体质量，第一，教育管理工作在开展后，学生能够在良好的校
园环境下积极学习，对这一校园文化内涵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将

这部分内容与自身对校园文化的了解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出自身

学习中的不足，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良好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意识，为后续的培训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校园文化融入

到教育管理工作中后，教师能够对教育管理重点内容有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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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以便教师能够结合学生的综合培养情况进行教育管理方

法调整，发挥出校园文化的实际意义，为后续的学生综合素养培
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2.2人才培养重要方法

将校园文化融入到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当中时，能够发挥出这
一教育管理方法的具体意义，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

第一，受到传统管理形式的影响，大部分高校教师对人才培养工

作的重视程度不高，在实际管理工作开展时存在管理方法应用不
合理的问题，但从校园文化内涵这一角度出发分析时，教师能够

转变传统的综合素养培养观念，构建良好的教育管理环境。第二，

教师在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调整时，能够从多角度思考，选择满足
学生需求的人才培养形式，与学生积极沟通交流，了解学生对这

一教育管理工作的了解情况，与学生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2]。

3　校园文化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3.1转变教育管理理念

校园文化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应用时，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应

用整体质量，需要教师转变教育管理理念，具体可以通过以下
几个方面来了解，第一，教师的教育管理观念直接影响管理有

效性、整体质量，为了提高高校教育管理整体质量，可以定期

开展教师培训活动，在培训的过程中为教师讲解教育管理重点、
教育管理方法、教育管理目标等，并帮助教师对校园文化有更进

一步的理解，能够将这部分内容融入到教育管理工作当中。例如：

学校管理人员可以聘请教育管理专家，先总结整理本校教育管理
工作开展现状，了解这一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进行教育管理培

训形式设计，保障教师能够在培训学习中提高自身的教育管理综

合素养。为了避免教师出现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高的问题，可以
在培训工作结束后组织开展教师综合素养考核，引导教师了解其

对这部分教育管理理念了解不足问题，并自主学习这一教育管理

方法。第二，教师在进行教育管理理念调整时，需要先与学生沟
通交流，了解学生现阶段对校园文化的了解程度，之后从这一角

度出发进行教学形式调整，构建良好的课堂环境，保障学生能够

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下积极学习，形成良好的综合素养。
3.2创设激励管理制度

为了能够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合理融入校园文化，需要教师创

设激励管理制度，第一，合理的激励管理制度能够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校园文化，在设计激励管理

制度时才从多角度出发进行评价，保障教师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

教育管理工作开展现状，例如：教师可以设置明确的评价形式，在
评价的过程中从鼓励、激励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对校园文化内

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第二，教师在创设激励管理制度时，为了

保障创设工作具有高效性，需要教师制定完善的管理目标，在
这一目标的引导下找到自身学习中的不足，并进行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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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创建良好的校园氛围的目的。并且在目标设计后，学校管

理人员还可以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在教研的过程中及时发现

这一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进行适当优化调整。第三，教师需
要先了解本班全部学生的校园文化意识、自我管理意识，分析

整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后进行激励管理制度调整，并对学生

进行引导。但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设计不合理的问
题，需要教师定期进行管理制度调整，进一步提高制度设计的

整体性。

3.3营造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应用时，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这

一工作的开展有效性，需要教师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具体可以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第一，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意识、自我管理意识，优化校园文化氛围时，教

师可以按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行优化设计，推进校园

文化建设工作运行发展。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工
作，了解不同学年段学生对校园文化的了解情况，之后进行适

当调整，保障这一设计形式具有整体性、有效性。另外，为

了保障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具有较高质量，需要管理人员定期总结
整理文化氛围构建情况，了解这一工作的开展现状，保障这一

工作能够满足各部分年级学生学习需求。为了达到构建良好的校

园氛围、提高学生综合质量的目标，教师还需要积极对学生进

行管理、监督，保障校园文化氛围具有较高的构建质量[3 ]。

4　结束语

综上所诉，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融入校园文化氛围时，为了
能够进一步提高构建整体质量，需要教师先总结整理现阶段教学

设计中的不足，并结合实际开展情况进行教育管理方法、教育

管理目标调整，保障学生能够在良好的校园环境下积极学习，
在提高自身成绩的同时，形成良好的综合素养，为后续的高校

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另外，教师在调整教育管

理形式时，教师可以从多角度出发分析，构建良好的校园环
境，保障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各类校园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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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向游客进行一体化呈现。

3.2.2注重体验，开展旅游演艺活动

进行相关演艺设计，量身打造特色演艺策划与剧本，学习其
他景区旅游演艺经验如秦陵“长恨歌”、“西安事变”等优秀舞台

剧，聚焦呈现茂陵大汉文化中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记忆，

同时加强与游客的互动，注重于讲好茂陵故事，使游客真正身临
其境体会茂陵文化，利用网络新媒体等新兴平台将传统文化资源

进行有效包装，全面运用现代化媒体，增强景区文艺产品的感染

力，提升旅游者的游览感受。
3.2.3汉服文旅，研发特色旅游产品

景区日用品文创的设计过程中，可以将具有文化特色的符号

加入。积极探索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如“汉服文化旅游”，发展“汉
服文化游”可以与景区相关历史角色的名人效应充分结合，从这

些名人身上下功夫，开发特色旅游模式。文物遗址类旅游资源，尤

其是陵墓旅游资源，一定要改变以往的开发和运营管理模式，建
设集参与、体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现代旅游功能的综合旅游

景区[ 5 ] ”。

3.3 特色餐饮住宿，景区文化与衣食住行结合
针对景区周边餐饮食宿较不便的情况，可参考碑林推出的

“碑林特色”雪糕等相关经验，将茂陵传统文化与游客的衣食住行

需求相结合，开发具有茂陵特色的餐饮住宿业。例如，可以推出
“大汉宴飨”、“汉宫秋月”等特色餐饮、住宿套餐，不仅可以提高

景区的经济效益，同时更有利于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同时提高旅游景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倒逼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引进民间资本，真正做到一举多得。

3.4联合当地政府，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交通水平

根据茂陵景区交通建设落后的问题，景区要积极联络当地
政府，对道路等交通情况进行相应的改善，同时，更要提升景区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全面完善的基础设施，增设景区专列观

光路线等，更好地完善景区交通情况，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

4　结论

茂陵的开发不仅是一个景区的利好，更重要的是传承景区散

播出的文化精神，并将传统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
建设美丽乡村工作的新规划。以茂陵的开发和文旅发展作为基本

点向外辐射，将茂陵文化价值继续开发，提出有效可行的建

议，最终带动周边经济社会效应的链条式叠加。充分发挥茂陵
旅游资源在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突出作用。解决区域性的乡村

就业、生产、环保问题，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注入属于传统文

化的力量，同时创造地标品牌，为区域创造持久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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