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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特色的重要标志。

大学文化引领着地方本科院校的特色发展，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地方本科院校的

特色发展又为学校的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内涵，增添新的活力。地方本科院校大学建设要以顶层

设计的引领，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工程；以特色发展的追求，丰富大学文化内涵；以系统建设的原

则，建构大学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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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龙(Cameron)等人对美国334所高校的

研究表明，大学文化的类型对大学的绩效具有更

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学不进行相应的文化变革，

大多数改革措施都是失败的或仅仅是临时的⋯。

地方本科院校的特色发展离不开大学文化的支

撑，大学文化引领着地方本科院校的特色发展，并

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地方本科院校的

特色发展又为学校的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内涵，增

添新的活力。

一、大学文化建设在地方本科院校特

色发展中的作用

1．增强大学的使命意识。世界一流大学、高

水平大学、地方高校等不同层次的高校履行社会

责任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地方本科院校

要根据自身的办学实际，面向所在区域的社会环

境，立足地方、服务地方，建设有社会责任的大学

文化，确立自己的办学理念，找准办学定位，塑造

责任自觉的文化内生动力，奠定学校特色发展正

确的方向。

2．提升大学人的价值认同。地方本科院校大

都由本科、专科或中专不同层次的学校合并而成，

他们各自原有的学校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

客观上存在文化冲突，需要重新建构全新的大学

文化，促进文化的融合。地方本科院校加强大学

文化建设，将具有不同特质、不同学术背景、相对独

立的大学人凝聚起来，通过情感、信念、理想和价值

观等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用大学精神将个人发展与学校特色发展目标结合

起来，在文化认同中自觉服务于学校特色发展。

3．提高大学的“软实力”。软实力实质是一

种文化软实力，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

态、社会制度、文化模式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

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旧J。从数量上看，地方本科

院校已成为我国全日制本科教育的主体，面向市

场同层次办学，相互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如何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要坚持质量立校、特色

立校，另一方面，提高文化软实力，扩大影响力，提

升美誉度。地方本科院校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有

利于提高学校文化软实力，塑造自身形象和品牌

特色，扩大社会影响，吸引优质生源，聚集优秀的

人才队伍，争取上级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

的支持，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

二、地方本科院校大学文化建设存在

的主要问题

l。大学文化建设边缘化。地方本科同层次高

校竞争异常激烈，人才、招生、就业工作压力空前。

学校工作的兴奋点、关注点高度集中在重点学科、

高层次项目、成果获奖上，大学文化建设成为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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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成为可做可不做、可多做可少做的弹性工作。

制定的文化建设规划也成为说在嘴上、写在纸上、

挂在墙上，没有把大学文化建设作为学校立足长

远、放眼未来重要的一项事业。学校领导文化建

设意识不强，相关部门积极性不高，学校文化建设

工作学校整体工作中呈现边缘化的特征。

2．大学文化建设形式化。不少地方本科院校

在大学文化建设上缺乏深入思考，对大学文化的

内涵理解上存在较大偏差。有的认为大学文化就

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学生工作部门的事，发一些

宣传材料，搞一些学生文化活动，看起来轰轰烈

烈，并无实际效果；学校缺乏整体规划，部门各自

为政，不能相互配合，自觉担负起大学文化建设的

共同责任；大学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入被动应付，

走走过场，工作流于形式；有的本末倒置，在基础

设施、校园环境、景观设计精心打造，忽视大学精

神文化的培育、提炼。

3．大学文化建设趋同化。有的地方本科院校

向综合性大学看齐，缺乏科学严谨的分析与认证，

贪大求全，盲目设置新学科新专业，铺摊子，扩规

模；有的升本时间并不长，本科教育的办学基础还

没有筑牢，办学实力还没有足够的积累，离开人才

培养的核心目标，争报硕士点，升了本科办大学，

争相提高办学层次；有的盲目跟风，亦步亦趋，不

加消化、吸收、选择和创新，照搬其他高校的发展

模式。由此造成地方本科院校“千校一面”的同

质化现象，缺乏个性与特色。

三、地方本科院校大学文化建设路径

1．以顶层设计的引领，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工

程。大学文化建设是学校一项基础性、根本性、方

向性、长期性的工作，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需要全校上下的合力推进。2014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

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明

确学校党委“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人

作用，培育良好校风学风教风”重大责任。学校

党委应发挥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作用，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学校文

化建设，以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统筹学校文化建

设工作，以学校办学目标实施文化建设工程，以文

化建设成效促进学校事业发展。学校党政一把手

要有前赡性思维，战略家、教育家的视野，要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把大学文化建设作为立

足当前、放眼未来的事业，常抓不懈，从根本上改

变地方本科院校对大学文化建设不够重视的状

况。把大学文化建设融入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学

校综合改革、学科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全局

性工作，在学校层面上，统筹规划、系统设计，整体

推进，构建大学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

2．以特色发展的追求，丰富大学文化内涵。

地方本科院校具有两个重要属性，即地方性、应用

型。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为地方服务的思想，坚持

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在发展方向上不跑偏、不游

移。科学制定入才培养方案，着力课程体系改革，

突出学生能力与素质培养，形成人才培养的特色。

深化与校地、校企合作育人，通过与行业、企业共

建学院、专业，人员互聘等形式，让行业、企业直接

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提高岗位的适应性，使人才

培养更加贴近地方社会发展的需求。要鼓励应用

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地方发展重点领域、重点

产业的技术需求，行业的关键技术，切实解决地方

发展难题，使科学研究接地气，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

3．以系统建设的原则，建构大学文化体系。

对大学文化建设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是远远不

够的，必须将大学文化的认识体系转变为大学文

化的建设体系一J。地方本科院校必须根据学校

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文化积淀，以人

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生、教师为中心，自觉服务于

学生的成长，创设良好的环境，服务于教师的发

展，创造良好的氛围。从整体上构建与自身发展

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

化，形成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体系。精神文化是

核心，地方本科院校要进一步明晰办学宗旨、办学

理念、目标定位、办学方向，确立特色发展方向，脚

踏实地，体现时代要求与个性发展的统一。用校

训、校风、教风、学风，体现师生共同的理想信念和

价值追求，建设师生的精神家园。制度文化是保

障。制度建设要与学校办学目标、办学特色相配

套，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协调性、一致性。对学校

重点打造的特色工作和薄弱环节，要打破常规，加

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导向、激励作用。物质文化

是基础。要将校园环境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起

来，人文景观与校园精神结合起来，提升校园文化

品位。以地方本科院校自强不息的风貌，展现师

生积极进取的状态，追求卓越的境界，探求真理的

科学精神，超越自我的创新意识，树立大学人的良

万方数据



·74·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好形象。地方文化是补充。地方本科院校生长、

发展于地方土壤之中，地方文化与大学文化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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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d：Umversity culture，solll of the unive璐ity，is an imponant pm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uniVersity and aII important

syInbol of U“versity cllaracteristics． University cultllre leads the characteris“cs devel叩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pmVides

poweIfm drivjng forces for it conti肌ously．The cllaracte而stics development of Iocal universities injects new connotation and f砘sh

vigor for the constmc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The local universily should promote 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uniVersity c111ture un‘

der tlle gIlide 0f the top design，e商ch the connota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in pursIlit of its characte—stics deVelopment and con。

stnlct t11e clllture system 0f the呻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c叩stm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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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train the exceHent en舀neers with practical 8nd innovational capacity wh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s捌a1 de．

velopment，some extra—curricular science aJld technolog)r activ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many disciplines．The Paper intl0一

duce the content，fo硼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tmcture DesigIl Comp“tion．Th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petition，

on the t商ning of innovation capac毋and sludy ability of couege students，is analyzed from seVeral aspects，such as：professional

interest，印plication ability，innovational practice，g【Dup cooperation，et a1．Lastly，a training mode for innoVatiVe and study ca。

pacitv cultivation is established．And then take the 7th National Stmcture Design Competition for example，the tmning mode is

pIacticed in three stages，including basic practice，innovation study aIld oVera：U qualities．The、∞rk may ofrer some ref．erence fb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fs with creative ability．

Keywords：stmctural desi印competition；ability of research and study；exceUent en百neer；traJling mode

(责任编辑：洪林)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