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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化育人视域下的人文精神探析 
刘江 

（长春师范大学  130032） 

摘要：文化育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对学生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更在于对学生进行内在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凝结着
文化育人的核心追求和 终目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追求，蕴含着促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高理想和目标，这也正是高等
教育的目的和归宿。文化育人是高校重要的育人功能，高校文化建设开展文化育人的前提和基础，应该不断追求和体现人文内涵，
彰显人文价值，培育人文情怀，以弘扬人文精神为主旨，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守正创新，切实提高文化育人水平和质量，将文化力
转化为对学生的文化塑造力和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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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umanistic spiri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cul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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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education not only includes the edu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also includ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er humanistic spirit. The humanistic spirit embodies the core 

pursuit and ultimate goal of cultural education, embodies the ideological pursuit of people-oriented, and contains the 

highest ideal and goal to promote peopl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the purpose and destin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ltu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education premise and foundation, should constantly pursue and reflect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reveal humanistic value, cultivate humanistic feelings, to carry forward the humanistic spirit as the purpose,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keep is innovation, and improve cultural education level and quality, the cultural force 

into shaping force of students' culture and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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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

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当前，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深
度演化，各种风险挑战和复杂思潮深度交织，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
有的机遇与挑战。世情国情的深度演变，对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工
作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育人在高校育人体系内的地位不断凸
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先进
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
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兴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新高潮，对于高等学校来说，首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发挥
文化育人的功能，牢固树立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在文化育人的丰
富实践中注重培育高校生自尊、自立、自强的人文精神。 

一、文化育人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文化育人的核心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能够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高校文化育人的根本任务。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们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
斗终身的有用人才[2]”。可以说，文化育人的目的决定了高校需要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则尤其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弘扬。 

1.人文精神是高校文化育人基本内容的应有之义。 
人文精神强调，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人是教育的基

础，也是灵魂。这实质就是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发展，把教育
和人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以全面发展的主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文化育人从广义上说，既包括传统意义上人文知识的教育，更在于
人文精神的培育。文化，从根本上讲，包含了文化知识和人文精神
两大类。文化知识泛指人类文明史上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知识成
果，人文精神则指人类文明史上所拥有的一切崇高的道德情操。在
这两者中，文化知识是“术”的层面，人文精神是“道”的层面。
因此，文化育人的内涵，不仅仅体现在传授文学、艺术、历史、哲
学等人文知识的方面，它的实质应当是精神性的、智慧性的人文精

神的弘扬。文化育人不仅要解决“知识”问题，还要格外关注“精
神”问题。为此，要在提升学生的情感境界、道德水准和价值观取
向上下工夫。文化育人只有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教育， 终上升
到人文精神的层次上，其价值才能复活和彰显。正因如此，高校文
化育人实践在教给学生人文知识的同时，还应着力加强思想道德教
育，培养高尚的情操，构建完善的人格，敦促学生对人文精神的自
觉追求。 

2.人文精神是高校文化育人取得成效的必然要求。 
“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基本

价值取向。执政理念的“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
本，人文精神的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二者在
哲学上是同源的，在实践上是统一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高
等教育的目的和归宿，文化育人是实现高等教育目的育人手段，而
“以人为本”思想追求的 高理想和目标正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和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人文精神的核心，
“以人为本”，同时也是文化育人取得实际成效的必然要求。文化育
人想要取得实际的育人成效，需要秉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所
表现的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追求和关切，正是文化育人所要塑造的
理想人格的外在表现，其所体现的主要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
怀，这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其内涵体也孕育在
文化育人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文化育人的实践熏陶，凝结为人的价
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弘扬人文精神，既关系
到文化育人能否取得应有的成效，也能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精神
价值导向，还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塑造；与此同
时，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在文化育人中弘扬人文精神，也可以提高
人的整体素质，实现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培养优良的品格、坚
强的意志、独立的精神、丰富的情感的育人目标。无论从哲学的宏
观角度考察，还是实践的微观角度探究，以“以人为本”为要义的
人文精神都是高校文化育人想要取得实质成效的必然要求。 

3.人文精神是高校文化育人本质属性的人文载体。 
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凸显人文精神的教育理念

在高等学校的体现，也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主题。将凸显人文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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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与实施文化育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使得全
面发展的学生具有文化鉴赏力和文化自觉性，是目前高等教育深化
改革的重要课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3]。关怀人的发展，强调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人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也是高校文化育人的重要理论依据。文化育
人本质是一种人性关怀的教育，它特别关怀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
为本，以文化的恒久影响力促进人的发展。高校文化育人的实践，
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高校生的文化素养进而提升人
的综合素质为根本宗旨， 终的目的是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高校文化育人的本质属性与人文精神的哲学内涵是相符
合的，以富含人文精神的文化育人实践对高校生开展系统性的教育，
正是高校文化育人的主要实践路径，这也凸显了人文精神作为高校
文化育人本质属性的人文载体的重要地位。 

二、高校人文精神的塑造途径。 
知识经济时代，每个人都面对三个世界：生活世界、知识世界

和心灵世界。生活世界的教育需要通过家庭与社会来完成；知识世
界的教育首先由学校来完成，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再由自身完成；而
心灵世界 复杂，可以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人文精神的熏陶来逐
渐完善，它是一步步深化的。 

1.人文精神的塑造需要把握先进的育人理念。 
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需要在文化育人的实践中把握先进的教

育理念，善于理解时代潮流，正确把握世界大势，既要继承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又要注重多元文化的吸收，重视学生社会交往能力和
团队精神的培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处理
信息的能力，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校园管理上要突
出服务意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思想，真正为学生的成长服务。 

2.人文精神的塑造需要将人文知识的教育与知识人文的倾向相
结合。 

文学、历史、伦理、哲学等人文学科知识都有专门的课程设计，
但人文精神不等于人文知识的教育。人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不断
拓展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 终的目
的就是要人更自由、人性更完善。所以，如果站在人文的立场上看，
所有的物质文明、所有的科学发明，都是追求人性自由的象征。如
果人文知识不与真正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只是死背教条，脱离
实际的感性生活，那么它并不能达到文化育人的理想结果。要使文
化育人真正起到提高人的素质的作用，更为重要的还是必须将人文
知识转化为自身内在的人文精神。在具体的育人过程中，要把人文
精神渗透于学科教育内容之中，注意挖掘教育内容本身内涵的社会
功能、人文意识和价值观念等，通过将人文精神融入教育内容，将
人文知识的教育与知识人文的倾向相结合。 

三、在文化育人的实践中弘扬人文精神，提升高校文化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
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
因素。高校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阵地，加强文化
建设，推进文化育人，提升高校文化力，是高校工作者责无旁贷的
使命，也是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1.提升高校文化力，应不断追求和创造人文精神及人文价值。 
校园文化建设肩负着引领社会主流文化建设与传播的职责，因

而要积极践行和传播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以主流文化为指导，凝
聚成校园文化，才能提升高校文化影响力。高校文化是高校的灵魂。
高校文化构成了高校产生、发展的基础。高校文化应是科学精神与
人文精神的统一。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高校功能几经变迁，但高
校作为一种教育人、引导人、发展人的组织，其人文精神的培育较
之知识的传播在教育目标上更具有终极意义。高校人文精神的弘扬
与培育需要通过高校文化体现出来，其应致力于不断创造更好、更
高、更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追求和创造具有时代内涵的人文精神
和人文价值。 

2.提升高校文化力，应不断丰富文化育人的载体。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可以让抽象的文化概念生动化，可以

让泛化的文化概念具体化，因此，提升高校文化力，应不断丰富文
化育人的活动载体。在文化育人载体建设的过程中可重点关注以下
几点：第一，注重活动设计的科学性和吸引力。根据大学生的年龄
和专业特点选择活动载体的内容、方式，为大学生提供一种既具新
颖又具内涵的活动；第二，活动内容要蕴含人文精神，紧扣时代主
题、地域特色及大学生现实需要，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积极的思
想及价值观念；第三，活动形式要丰富多样，对大学生群体有足够
的吸引力；第四，活动的时间安排，可以根据重大节日、重大纪念
日、重大事件进行相关主题活动安排；第五，开展好对活动过程的
督导和活动效果的评估，注重延伸系列活动，适时打造品牌活动，
为以后的校园文化活动的建设提供经验及借鉴意义。 

3.提升高校文化力，应营造浓厚的校园阅读氛围。 
书籍是文化育人的肥沃土壤，阅读是文化育人的有效载体。既

要发挥图书馆的传统育人功能，还要拓宽阅读活动的辐射效应功能。
首先，图书馆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及功能，不断
引进新书，丰富图书的种类，适应学生的需求。其次，要举办以读
书为有效载体的系列活动，拓宽辐射效应，与学校团委及相关部门
联合举办校园文化活动，通过老师对学生进行读书指导，学生撰写
书评，通过两微一端，扩大影响，营造阅读氛围，搭建交流平台，
不断促进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书香校园的建设。 

4.提升高校文化力，应创新高校管理体制。 
高校管理体制的创新，对提升高校文化力有重要意义。通过体

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自觉能动性，扩
大学校教师的决策参与权，实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
决策效率；要建立健全网络化、扁平化的管理、激励、组织机制，
激发校园活力；重视管理队伍、学术队伍、服务队伍三支队伍的建
设，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
全过程育人的育人模式，提升校园文化力。 

5.提升高校文化力，应培育高校特有的文化精神。 
培育高校特有的文化精神，重视文化育人，实施人文关怀，追

求人文价值，是高校教化人、培养人的基础，高校形成文化力的关
键。特有的文化精神恰恰能够彰显一所高校的独特竞争力，是高校
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从长远看，高校 终的竞争力在于
高校的文化力、软实力，其实质在于通过特有的高校文化形成的特
有的高校精神。因此，培育和发挥好文化力，这种更强大、更深厚、
更持久的力量，使其既塑造学生的思想、情感、灵魂，也辐射和影
响着教职员工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行为力量；既对培养和造就
学生成长成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对凝聚和鼓舞教师倾情事
业、精诚奉献，同样具有不可代替的力量。所以，高校精神文化不
仅仅是育人的关键， 终还将转化为高校 核心的竞争力。 

四、结语 
人文精神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内在要求与核心追求，其以文化育

人的实践过程作为载体，赋予高校文化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
如爱因斯坦所言，学校应该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
谐的人，而不只是一个专家[5]。深刻理解和把握高校人文精神的本
质，有助于提升高校文化育人的质量，进而形成高校特有的文化精
神，以此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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