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

标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

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坚持教书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相结合；坚持学校教育与自

我教育相结合；坚持基础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

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具体问题相结合；坚持

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

合；以人为本，因材施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性、针对

性、实效性，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高校校园文化具有很强的育人功能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称。它是高校校园建筑、人文景点、规章制度、校风、

教风、学风、校训、校歌的集中体现，具有很强的教育

功能：

!、示范功能。校园文化的示范功能是指校园文

化的主体中的优秀人物对其他人的示范作用。校园

文化建设旨在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求学与做人的环

境，而在求学与做人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最

大，是学生主要的模仿对象。教师的政治思想、道德

品质、文明修养、治学态度、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观、价

值观，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是终生

的影响。

"、导向功能。校园文化建设应体现国家和广大

师生利益的一致性。校园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所

构成的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和生活

方式。它是一种客观的、实际的环境力量，起着制约

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所以，一旦形成人们的意

识，就会变成一股巨大的导向力量。尤其对青年学生

来讲，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都还处在不成

熟的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正确的引导。校园文化的导

向作用，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的，一是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对师生的指导作用，离开党的基本路

线，就无从谈社会主义的教学方向；二是通过世界

观、价值观、道德观等表现出来的文化导向。

#、凝聚功能。校园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体现在

校园精神文化上。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形成一种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精神风貌。良好的

校园文化环境使人身居校园，处处感到集体的温暖。

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鼓励，互相关怀。在师生之

间，学生尊敬师长，老师爱护学生。这种氛围使人人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和改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张进渝， 张 炜

（西昌学院 政史系，四川 西昌 !"#$"%）

【 摘 要】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高校校园文化具有强大的育人

功能：它以物质为载体，以制度为保障，以实践活动为形式，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导师生，以丰富的

校园文化内涵塑造师生；它能陶冶人们的情操，磨练人们的意志，丰富人们的智慧，增添人们的生

活情趣。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的集中体现。加强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 关键词】 校园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张进渝（"-)$— ），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1234 /5 678932: ;/44<:<·=/8734 =87<28< >?7@7/2

A/4B")CD/B%
=<EBC ,$$#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05.03.031



感到心情舒畅，产生一股令人振奋、催人向上的力

量。将来走出校园，会以身为这所学校的一员而感到

自豪，会为维护母校的声誉，为母校争光而努力奋

斗。这种凝聚力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把师生员工团结起来，共同为学校的发展而奋斗。

!、扬弃功能。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还

应当具有扬弃的功能。它既需要从社会文化中汲取

营养，同时也要排斥和抵制社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对自身的影响。学校是一个小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受

到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但是，校园文化不是隔离学校

与社会的围墙，实际上也不可能隔离。它应当成为一

条净化带，社会上的思想观念、文化艺术和生活方

式，在经过这样一个净化带后，消极的东西被过滤

掉，积极向上、文明高雅的东西被发扬光大。

"、创造功能。校园文化是具有创造性的功能。校

园文化的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

发人的创造潜能，变被动的接受、传播知识为主动地

运用知识、丰富知识。校园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才能

的人，而才能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创造活动。生生不

息的创造性才能维持校园的存在，方能促进人类认

识水平的提高。比如，最近几年校园文化创造性的发

展，使校园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呈现出既有高雅文

化，也有通俗文化的多姿多彩景象。这不仅进一步丰

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质，

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才干，而且拓展了学生现在和未

来的生活空间，促使学生在奋发向上的氛围中锻炼

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对沟通学生与社会的联

系，对发展教育，造就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是十分

有益的。

#、约束功能。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较强凝聚力

的文化，它把师生员工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

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意志。所以，它

又具有一定的约束功能，使每个成员都受到必要的

制约，自觉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熏陶功能。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影响人。

就拿纪律来说，它对学校成员的约束，也不是光靠处

罚，而应该主要依靠学校环境中的主体一一集体的

自觉意识连同集体组织的力量和舆论对学生的思想

行为产生诱导和影响，依靠学校环境的客观情景对

学生的行为规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把这两种影

响结合起来，就是体现了校园文化的熏陶功能。

%、平衡与协调功能。校园文化还具有平衡与协

调的功能。如同社会中一切事物一样，校园文化也是

在矛盾斗争中、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但是，如何使

具有不同个性的人们和具有不同要求的群体组合起

来，并求得不断的发展，这中间主要是依靠校园文化

的平衡与协调功能。

三、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和改

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高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

育人的集中体现。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新形势

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

生综和素质的重要途径。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重

点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

重点，营造催人奋进的校风。校园建筑、人文景物、校

训、校徽、校歌、人物雕塑、名言警句、标语口号等都

应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

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让置身于校园中的每

一位师生都感到有一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

会主义、愿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教和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便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坚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

人相结合，营造良好的教风。要让校园成为一个教书

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的全员育人环

境，要让校园成为一个坚持学校教育与自我教育相

结合，坚持基础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解

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具体问题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

理相结合，坚持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以人为

本，因材施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教会

学生做人、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合作、教会学生

创新的教育场。

(、不断创新课堂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形成

优良的学风。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

生为主要教学目标，不断创新课堂教学的内容、形式

和方法，加强教学监控力度，实施全员育人导师制，

注重学生的学法指导、注重发散思维的训练、注重知

识的扩展延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辅的启

发式教学为主，精心备课、精心上课、精心设计练习、

精心批改作业、精心辅导、精心组织考试，让校园中

形成一种自觉地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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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创新的学风。

!、大力开展各种素质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大学

生的综合素质。要大力开展各种素质教育活动，如辩

论赛、文艺体育比赛、专业技能比赛、“三下乡”、大

学生艺术节等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陶冶学生

的情操，凸现了学生的个性特长，增强了学生的合作

与团队精神，强化实践体验，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在活动中锻炼人、在活动中塑造人，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加强学生社团建设，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学校团委和学生会应积极筹划，不断建立以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学生兴趣爱好、以丰富学生的课

余文化生活为目的的学生社团（如文艺类、科技类、

体育类社团等），指导它们开展各种宏扬主旋律的活

动，使他们在团队活动中学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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