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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对贯彻落实文化自信与大学生素质教育战略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校园精神弘扬、人文素

质培养与校园人文底蕴的积淀，通过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和震撼力来影响促进当代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人格培养、思维道德、

情感个性以及行为习惯。因此，论文将从大学生素质教育中暴露出的问题出发，围绕校园文化建设在培养大学生素质教育中

的途径来研究其作用，通过校园社团、文化艺术活动、校园文化制度等来切实发挥好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

Abstract: Good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campus spirit,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mpus	humanistic	heritage.	It	 influences	and	promotes	the	value	choice,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thinking morality, emotional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habit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cultural cohesion, appeal and 

shock.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role of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ultivating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through campus associations,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and campus cultur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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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

年。”同时，他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正值青年

时代的大学生，需要得到文化自信的教育塑造，这对贯彻落

实素质教育和文化自信战略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要发

挥好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创造有利的

条件。

2 大学生素质教育中校园文化缺失问题的表现
首先，高校还没有正确认识和理解校园文化的重要价值。

功利性趋势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滞后，思想认识与具体行动

没有同步进行，或者校园文化建设仅为简单的文体活动开

展，没有与各院系专业课程、师资力量、体育活动等结合起

来，导致校园文化建设孤立存在，难以发挥它的作用。

其次，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缺乏良好的精神文化和制度

文化。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构建符合大学生成人成才要

求的大学精神文化，这种文化是通过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

风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目前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推进

了图书馆、体育馆等建设，但是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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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许多不足之处，没有科学的校园文化制度。

最后，校园文化建设中人文精神培养缺乏必要的载体，

开展的文化活动内容与兴趣都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兴趣，

严重影响了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因此，

有必要重新定位校园文化建设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3 校园文化建设在培养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
作用

3.1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素质教育氛围

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不仅是让大学生掌握扎实的专

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良好的个性、陶冶他们独特的

情操、增强他们的综合能力并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而素质

教育强调综合素质的培养，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培养

锻炼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价值观，素质教育是融合了

做事和做人教育理念的一种教育模式，所强调的是一种科学

精神、人文精神以及正确的思想道德素质。通过素质教育内

驱力来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力、创新力等。素质教育与校园

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不谋而合，从根本上来说校园文化建设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素质教育氛围。首先，通过校园文化建设

来落实素质教育，从而通过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以及一些集

体活动来培养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其次，通过校园

文化建设帮助大学生加强自我认知、掌握自身优势，比如通

过学生会干部锻炼、研究性学习、演讲比赛、社团活动等来

展示他们的特长和才华。最后，通过自我教育来贯彻落实素

质教育，像以学生干部竞争机制、自主设计班会课、记者团

与演讲团等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在大学

生自我意识培养中培养他们的自律意识 [1]。

3.2 有利于校园人文精神的铸造

校园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物”与“人”的双重塑造，从

根本上来说对铸塑校园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校园文

化的生命活力。校园文化建设中孕育着丰富的文化载体，行

为主体上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感染力，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来

达到美化、净化校园的目的，凝聚撞击着大学生的心灵，切

实来培养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同时，校园文化建设中在做好

校园环境建设的基础上，也会积极树立校风、教风，通过良

好的校风和和谐的师生关系来潜移默化地提升和培养大学

生优良的思想素质和行为习惯，从而让教师和学生共同来建

造“乐园”，完成校园人文精神的塑造。再者，校园文化建

设有利于校园人文底蕴的积淀。未来大学生人才的差异将会

综合体现在专业知识技能与人才的基本素质上，大学生的思

想道德修养将会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与素质教育中，由此校

园文化建设必然会渗透素质教育的人文教育，为积淀校园人

文底蕴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为培

养大学生良好的人生追求、爱国主义情操、价值取向等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2]。

4 校园文化建设在培养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

路径

4.1 校园环境文化

良好的校园环境文化对大学生的生活和环境影响是潜移

默化和不可替代的。通过优美的校园景观建设，不仅可以将

孕育人文气息的实物引进学校，还可以激发大学生关爱学

校、自然以及社会的情操。同时，大学生还配备高素质的师

资力量、现代化教学设备以及丰富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为

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要加强校园

环境文化建设。一方面，加强人文教育实现人文文化渗透，

让大学生得到全面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另一方面，结合大

学校园特点做好校园景观建设，通过山、水、园、林、路等

来科学搭配学校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

4.2 校园制度文化

校园制度是规范管理大学生行为习惯的重要内容，也是

提高大学生思想觉悟和行为水平的重要依据。高校作为学术

组织和行政组织，面对庞大的大学生群体，要实行科学规范

的管理，就必须高度重视校园制度的建立，这也是对素质教

育实施的保障。因此，要充分结合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建立具

有人文关怀的校园制度，为激发高校师生聪明才智、主人翁

意识等提供制度保障。同时，高校校园制度要把握好自由与

纪律的辩证关系，校园制度构建中要让大学生参与、创造，

以制度来鼓励创新，以制度来引领发展，以制度来保护人才，

并以制度来提供平台，构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 [3]。

5 结语

如何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不仅在于教师、社团组织和

优秀学生，还要深入到普通学生当中，师生共创积极氛围，

合力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学生的素质教育提供更广

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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