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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校园作为学生学习与生活的主要场所，在校园中散落的丰富文化符号，即是具有德育价值的教学资源，也是高校校
园文化的具体体现。在文化交融的新时代，通过大学生思政教育渗透校园文化内涵，能够吸引学生更好的认知校园文化符号，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校园文化的熏陶，从而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投入到校园文化符号系统建设中，完成对校园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本文
分析校园文化符号圈的概念，并提出在思政教育背景下校园文化符号系统的建设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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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校园文化符号具有简洁直观的特征，且具有一定的文

学和思想教育价值。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即需要理论性内容
来验证真理，也需要利用更为生动和具体的形象来显示真理。
因此借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渗透校园文化内涵，有利于学
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更好的完成对校园文化符号的认知，同
时更好地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完成对学生思想与价值观念的
熏陶。 

一、校园文化符号圈的概念 
1984 年俄罗斯著名文化学家尤里·洛特曼利用符号圈理论

构想文化空间概念，并通过对全新文化类型的描述来克服以往
文化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为用自己的理论和语言来论述
其他文化，使所研究的文化内容更具主观性。他受到生物圈概
念的启发，在大量研究与实践下提出文化符号圈的概念，符号
圈是由各种符号构成物组成的完整组织，每一个符号元素都是
独立的，但却又处在符号整体空间内，与其他符号系统相互作
用，并发生内在联系。符号圈所具备的这种特征，使教育研究
者发现将符号圈理论应用到校园文化建设中，能有效改善新时
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思路凌乱的问题，通过结构清晰校园文化
系统的建设，可以帮助高校更好的突出自身文化特色，有助于
校园文化的解读与传播。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引领学生
思想、规范学生行为的重要手段，在思政教育渗透中校园文化
符号资源，能够使大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校园文化内涵，感受
大学精神的力量，从而更加自觉主动的接受文化熏陶，为新时
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做出更加积极努力。 

二、思政教育背景下校园文化符号系统的建设 
（一）吸收优秀的文化成果，过滤落后文化 
高效校园文化符号系统包含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其中中

心区域是高校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办学宗旨、教学理念、管理
风格等，包含校训和校徽等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而边缘区域是
指为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高校所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
并在活动中形成校园临时性的符号。这种边缘区域文化具有明
显的动态性特征，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能够经受深层文化
检验的边缘区域文化能够被沉淀，而不能经受考验的文化就会
被淘汰。因此，在大学生思政教育背景下构建校园文化符号系
统，需要重视对中心区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边缘区域落后
文化进行剔除，从而更好的保障校园文化内容的纯粹性。首先
高校应不断接纳中心区域富有内涵的文化，坚决抵制边缘区域
消极的文化。其次高校要重视对中心区域文化的引导，以思想
政治教育为载体，将中心区域文化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之中，
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优秀校园文化的内
涵，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更好分辨不良校园文化的意识，完成对
优秀校园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最后，高校应大力扶持和推动与
中心文化相符的思政教学活动，在保护校园文化正常运转的基
础上，通过活动来赋予中心文化全新的活力，为高校校园文化

符号系统增添新时代的内涵。 
（二）强化思政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校园环境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新时代大学生群体处在校园

环境中，校园文化内涵深刻影响着学生思想与价值观念。因此
高校要重视对校园特色文化的建设，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从而更好的完成思想引领。一方面，高校要加大对思政教
学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不断更新思政教学设备，为学生
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感受到校园文化的魅力。从而主
动投入到思政学习之中，并通过课程学习更好的理解校园文化，
自觉的接受校园文化的影响，激发学生对思想境界更深层次的
追求。另一方面，高校要将办学理念融入到校园环境中，让学
生在校园景色中能够感受到良好的文化氛围，赋予校园景观全
新的生命力，从而更好的增加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校园环境的
归属感。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重视精神文化建设 
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是校园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校园

文化的建设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背景下更好的完成校园文化
符号建设，需要高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各项教育工作
必须围绕学生来开展与济进行，使学生真正成为校园文化建设
参与者和校园环境的维护者。大学校园不仅是学生的主要学习
场所，还是学生生活的场所，大学生群体所接受出课堂外的知
识都是在校园环境中完成，因此校园环境对学生思想与观念的
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学生通过思政学习所接收到的文化内涵符
合学生精神需求，那么当代大学生就能主动积极地接受文化的
影响。反之，如果学生所接受的文化内涵不符合学生精神需求，
学生就会对思政教育内容和校园文化产生抵制心理，并拒绝接
受校园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所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渗透校园
文化内涵，要充分重视学生的主观意愿，对于不符合学生精神
追求的内容要及时改正，保障文化内涵与学生精神需求保持统
一，从而使学生获得精神方面的满足和愉悦。 

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代校园文化符号作为一种精神与思想，将

其通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递给学生，能够更好的发挥校园
文化符号的育人作用，带给学生精神层面的愉悦感与满足感，
使学生更加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校园文化系统建设中，推动高
校健康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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