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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质文化是指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它是文化元素或文化景观的

物质表现形式[1]。物质文化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具有均衡的教育生态、强化育人成效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

归属感和自信心、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意识。然而在很多高校进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仍存在

趋同性和随意性的问题，弱化了总体育人成效。优化高校物质文化建设，应遵循科学布局，统筹校园规划；精心设计，注重

情操陶冶；新老相承，凝练“血脉”特色的原则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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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以德育人为中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努力打造我国高等教育开拓新局面。全

面教育的一种方式就是运用多种教育载体，将课程育人、实

践育人、心理育人、文化育人等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协同共振，形成合力，保障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和成长成才。

文化教育的实现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包括校园物质文

化、校园精神文化、校园制度文化和校园行为文化，各有其

地位，缺一不可”[2]。其中，校园物质文化在高校育人工作

中是重要的隐性教育资源，是建设校园文化其他方面的物质

基础和必要保障，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也是贯彻落实“三

全育人”要求的应有之义。

1 良好校园物质文化的育人功能

1.1 认同功能：提升学生归属感和自信心

2019 年“武大厦大争夺最美高校”的“战役”成为热搜，

短时间内阅读量达到 2.3亿，讨论超 2 万，人民日报、第一

财经等权威媒体竞相关注转发。在百度、搜狐、网易、腾讯、

新浪等最具影响力的搜索引擎和互联网平台搜索此类相关

信息，其数量之多也能充分说明大众对校园“美”的关注度。

而校园物质文化是影响“最美大学”排名的关键因素，它是

一所高校的名片，富有内涵的校园物质文化对扩大学校知名

度、吸引高素质学生的效果明显，“可以感染和激励生活在

其中的校园主体，激发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与其他形

式的校园文化共同承担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3]。反过来优

质生源的吸纳和培养有助于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和影响力，随

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将继续促进学校的健康

发展，帮助落实育人这一根本任务。一所物质文化建设良好

的学校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可以丰富城市的文化底蕴，提

升城市品牌形象，进而带动旅游业乃至一城经济的发展，一

校影响一城，一城常谈一校，将会极大提升该校学生归属感

和自信心。针对校园物质文化的影响，笔者在某高校进行了

调研，科目涵盖了不同的年级、性别和学科，调研数据显示

95.1%的同学认为校园物质文化会影响学校归属感和自信

心，其中认为会产生很大影响的达到了 54.2%。

1.2熏陶功能：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稳定

具有良好视觉感和浓郁文化味的事物总能帮助人们消

解烦恼、愉悦身心，这也是诸多园林景观让人流连忘返的原

因之一。同样，美好的校园物质文化对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

情绪自我调节能力不够强，精神需求高，这对于处于巨大压

力下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干净、美丽、精心

设计的校园环境，将使生活在其中的大学生在审美上快乐，

并感受到人文关怀”[3]。校园建筑作为校园物质文化的载体，

建筑、雕塑、绿化、水景等，生动性和直观性是它们最鲜明

的特征，它们是整个校园主体中的有形存在，是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在与师生日日相伴的过程中，它直接影响学生的

心理状态。它就像空气包围着受教育者，让他在不知不觉中

自觉地去感受、去体验，这样才愿意接受教育[4]。如果学生

情绪低落时能漫步于雅静的林荫道、拂风而坐于美丽的校园

湖畔，闻花香、听鸟语，这将成为促进情绪向积极方向发展

的有效“转化剂”。反之，如果一所学校的校园物质文化杂

乱无章，加上学校心理咨询资源不足，学生压力得不到有效

释放，必然会阻碍学生健康成长和校园和谐发展。在某高校

的调研显示超过 88.1%的学生认同或直接感受到校园物质文

化对于自身心理状况有较大影响。

1.3激励功能：增强大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多数高校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育人特色，而

校园中的楼宇建筑、塑像碑刻、绿化水景正是体现和传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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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的直观载体，“校园景观的事不仅是学校的面子形象，

而且重点体现了高校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大学生在校园

景观中反复阅读和欣赏，不断塑造自我，形成相应的文化价

值观。[5]”例如，学校的校训石刻、先贤雕塑等，时刻向来

往学子“讲述”着学校艰苦创业、育人不倦、追求真理、报

效国家的矢志不渝。润物无声，无声胜有声，它们所“讲述”

的奋斗史、奉献史将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引领并激励学生奋

发图强，修身立业，与课堂教育一起增强学生责任感和使命

意识，学习先贤楷模在奉献国家和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实现人

生价值。笔者在某高校的调研显示超过 88.6%的学生认同校

园物质文化对提升自身学习动力有较大影响。

2 提升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成效的原则与路径

当前高校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在

规划上表现为随意性，校园区划变动频繁，绿化是植物的堆

积聚拢，水系是渠坑的简单开挖，整体与部分缺乏协调性，

甚至是割裂开来。在设计上表现为趋同性，大楼就是四方混

凝土，校门只顾“高大阔”，忽视了办学特色的传承与凝练。

这样的校园物质文化既不外显美观，又不内含文化，是资源

的浪费，更弱化了育人成效。要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就必须贯彻落实“三全育人”的要求，重视校园物质文

化建设。

2.1 统筹规划，科学建设布局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规定，高校校

园占地面积一般都过千亩。校园广阔，倘若其建筑、绿化、

水系等不进行统筹规划，就会使整个校园显得杂乱无章、毫

无生气，不但会造成师生学习生活不便，也会丧失校园应有

的文化意韵，影响育人事业。因此建设校园物质文化，必须

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一是要把握学校发展理念，厘清办

学定位，统筹规划，实现“整体是部分结合的整体，部分是

属于整体的部分”的建设。二是要结合生态景观学、园林设

计学等学科专业知识，推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科学布局，使

得不同区域之间既各有不同，又紧密相连；既各具特性，同

时又互为补充，形成一个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国内高

校中物质文化建设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武汉大学，其模块化的

规划布局堪称典范，樱苑、桂苑、梅苑、松苑、竹苑等区域

的规划既是绿化美景，又是文化象征；既各自映衬文、理、

工、医不同学部，又整体彰显着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

是、拓新”的精神风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应注重从中国古

典园林的建设当中汲取经验，弘扬“天人合一”的大哲理，

以此推进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优化、强化、深化。

2.2精心设计，注重情操陶冶

新时代人民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人们对

鉴赏美、创造美的向往与渴望愈加强烈。知识素养较高的大

学生群体在这方面的需求更为突出，因此学校要“努力为大

学生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美丽、稳定、有序的校园环境，

使他们有效地增强对学校的亲近感、认同感和自豪感。[6]”

校园物质文化要建设得美丽宜人且富有教育意义，一方面要

做到有针对性地精细化设计，将美学与教育学深度融合，对

不同功能片区制定不同的设计方案，将课程目标和育人理念

寓于校园物质文化的构成分子当中，寓教于景，做到一楼一

像，哪怕是一石一木，都能用心安排，争取达成随处风景、

移步文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动员师生参与校园物质文化建

设，秉持“以生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广泛征求学生意见

和建议，以积极态度去面对、理解新时代大学生的新观念，

切实满足学生合理性需求，增强学生建设校园物质文化的情

感体验和积极性。最终实现既能方便生活实际，又能提升学

生审美能力，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享受教育熏陶的建设目

的。

2.3新老相承，凝练“血脉”特色

“大学校园作为一个特殊的教学和教育场所，景观建筑

形式和色彩艺术承载着学校的历史和文化，注重教育功能和

空间环境的创造，要摒弃造型夸张、装饰奢侈的不良现象。

[7]”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做到新老相承，凝练出

一校发展的“血脉”特色，决不能一味求新立异。对校园古

树、古建等要进行有意识的保护，它们承载着一代代学子努

力奋斗的青春记忆，也陈述着学校创业发展的艰苦历程，若

不注重这些历史“遗迹”的保护，一所学校的精神文化就难

以有效传承，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了无水之源。校园物质

文化建设还必须着眼大局，促进学校自身发展的同时向社会

传递正能量，将校园特色传承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结合，

给予广大青年学生力量的同时为他们指明方向，提升他们努

力奋进、守正创新、为国为民的内生动力，自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学生

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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