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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文化是行走在一所大学校园里的人的共同价值观。结合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的实际状况�当前的大学文化建设应着眼于建立校内的共同价值观�以构建和谐校园�完成
学院的自身与社会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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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源于大学理想和社会责任的文化理
念

2005年�在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合并组建之初�
广州市委、市政府和学院党委就明确提出了要将这
所新组建的学院建设成为一所 “高水平 ”、“省内一
流 ”、“国内知名 ”学院的目标�“高水平 ”、“一流 ”
和 “知名 ”的根本标准就是能否培养出优秀人才。
一所高校能否培养出优秀人才�关键在于它是否形
成了良好的大学文化。文化是一种无形的氛围�它

蕴含在校园里面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常常以
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发生�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习惯、
一种潜意识�支配着校园里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
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态度、左右着管理人员的办学理
念、引导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这所学校在
社会上的存在价值。

学院在合并组建之初就提出了制订 “十一五 ”
发展规划�全体教职员工为此花费了一年半的努
力。当 “十一五 ”规划的文本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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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学院将自己的办学理念归结为十六个字：质量
立校、人才兴校、文化塑校、特色强校。回顾中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几乎所有的大学�在其创办之
初�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并将它以 “校训 ”的形
式凝炼在简短的文字上。但一所学校真实的办学
理念�却是在办学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也许它
沿着初创者的理想走过来�也许在办学实践过程中
重新确立。总之�它反映了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
学生的信念 （以牛津大学为例�它的校徽上所写的
“神是我的光明 ”�确实引导了800多年来牛津人
的信念 ）。

21世纪初期�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脚步�中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仅仅几
年时间�各种类型的大学园区或大学城在田野间耸
立起来�这是一场以大学名义进行的 “圈地运动 ”。
有一天�行走于大学城里面的那些人突然发现：这
座城里是不是还缺了点什么东西？人们在物质满
足之余�终于还是想起了还需要有精神建筑。这才
有了在高楼耸立的大学城里到处悬挂着的 “校训征
集 ”的风景�这是大学在文化贫乏时出现的病急求
医。在这道风景的背后�人们开始讨论自己的办学
理念�并将理念浓缩成为 “校训 ”。

怀着高山仰止的情感�人们习惯于将字典中那
些最美好、最高尚、最认同的词编排到大学的办学
理念上。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感觉到大学的
学问太不够了�强烈要求大学创造出更丰富的文
字�让人们对于大学理念的表达有更多的文字可以
选择。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当然需要有更多
的大学来支撑起这个民族�这就有了 10年创造
1000所大学的成果。只是当2000所大学将办学
理念集中在一些固定的中文概念上�在教育部对全
国的大学提出统一评估标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
学对于办学理念的选择已经没有了多少余地�该想
到的都已经有人想到了�这就如同唐诗宋词达到了
最高境界一样�后来者发出了 “生不逢时 ”的感叹。
其实�“校训 ”的用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
如何实现办学理念�如何创造一种大学文化�在这
种文化氛围之下�办学理念自然地融入到大学里的
每一位教职员工的日常行为。

　　二、学院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凝结共同价
值观

我院的 “十一五 ”规划内容丰富而全面�从总
体规划到教学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
规划�一直到文化建设规划�一切与办大学相关联
的因素都考虑到了。实际上�在所有的分规划内容
中�文化建设是大学所有建设工作中最为困难的�
大学文化的缺失是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最重要因

素。今天�社会大众对于大学的不满意�对大学社
会角色和责任的失望�在我看来�大多源于大学文
化的缺失。大学里面的 “拜金主义 ”、“实用主义 ”、
“机会主义 ”、“权威主义 ”等等�这些不符合大学文
化本质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充斥在教师和学生之中。
相应地�大学文化中的 “思想独立 ”、“学术自由 ”、
“追求真理 ”、“求实务真 ”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越来
越被忽视了。

大学制订自身发展规划�若规划体系中缺少一
份 “文化建设规划 ”这样的文本�就会让人们产生
“大学不追求文化 （或者大学没有文化 ）”的印象。
其实�一所大学有没有文化�与这所大学有没有文
化建设规划并没有直接联系�规划只能说明管理者
还是想到了大学是需要有文化支撑的。实际上�大
学之所以没有了文化�大多是因为大学里面的人没
有了文化。即使是大学里面的人有了更多的知识�
他们也越来越搞不懂：什么是大学的文化？我对此
的回答是 “大学的文化是行走在这所大学校园里的
人的共同价值观 ”。依照这样的解释�大学的文化
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体系�不仅仅是一系列师生活
动�也不仅仅是显露在外的任何形式色彩�它们充
其量也只能算是这所大学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
将文化建设集中在这个层面上�准确地讲�它们只
是一系列的大学文化活动方案�或者说是大学文化
建设的活动形式。规划一所大学的文化建设�重要
的是追寻适合于这所大学的共同价值观。人们在
追求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创造了
这所大学的文化的和谐的校园。这里要特别说明
的是�和谐校园并不是 “一团和气 ”的校园。早年
“北京大学教授可以对门对窗相闻学术批驳之
声 ”�“西南联大教授可以在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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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揪住衣襟当面怒斥：学生躲避是为了国家未来�
我等躲避是为了发扬学术�尔等凭什么也要躲避？”
等等。愤怒也是大学的一种人文景观�它们为大学
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谁能说这样的校园不和谐。

对大学精神价值的追求�有什么内容是可以通
过规划来构建的呢？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看�
有文化的大学从来就不是通过规划来建设大学文

化的�没有一所大学的文化是在人为地制订了规划
以后�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建成的。另一方面�虽然
大学文化的建设不能通过规划实施来推进�但我仍
然同意大学文化活动是可以有规划、有组织地开展
的�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开展与文化相关联的活
动�而计划和组织可以更多地在形式上接近文化目
标。文化活动最多只能也只限于文化的形象宣传�
只是组织者力求使得他们的文化活动形式与这所

大学的文化内涵更多地有一致性。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大学文化缺失带来的

困惑�走在大学校园里的人没有了灵气和精神。当
我们没有了对大学文化精神追求的时候�为了表示
对文化的敬仰�难免会做一些文化形式上的追求。
比如�在今天的校园里�已经充斥人们熟悉的 “校园
文化 ”。所谓 “校园文化 ”�从其实际表现形态来
看�就是一系列的学生课外活动、学生社团组织、教
师与学生联谊、科技文化节活动等等�这都是一些
触手可及的东西。我并不想贬低校园文化活动对
于活跃人们情绪的功效�但它确实与一所大学的文
化概念相去甚远。大学文化如同是那个遥远的大
洋彼岸�校园文化却是在彼岸的对面挖掘着看起来
象是引桥的桩基。但是�人们是否愿意走向彼岸�
才是达到大学文化目标的关键所在。

三、学院两年来的文化建设现象
我们可以为大学的校园文化设计一系列的活

动�而且还可以消耗一部分办学资源。但这与大学
文化的本质却是不相干的。那么�究竟要从哪个方
向去考虑建立一所大学自己的文化呢？我的观点
是：一所大学的文化建设源于这所大学的办学理
念。这就是说�当一所大学提出了自己办学理念的
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将这个理念落实在文化建设之

中�否则�所谓的办学理念也就是墙壁上的一张挂
毯。比如：我们将 “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文化塑校、
特色兴校 ”确定为学院办学理念�走近之人看到这
十六个字�就会有一个直觉：这是一所追求质量的
大学、一所尊重人才的大学、一所具有特色的大学、
一所创造文化的大学。进一步地�这个直觉引导他
在行走中得到验证�然后才融入他的行为规范。大
学的文化建设�就是将文字上的理念内化为每一个
人的行为。行走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无意识地受
到它的影响�只有符合这种规范常识的行为�才有
可能发生�不符合这种行为规范的�会给人以与环
境格格不入的感觉。

关于我们学院的大学文化建设�从目标要求来
看�应该选择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既然 “质
量 ”、“人才 ”、“特色 ”、“职业 ”等等的字眼已经是
进入办学理念层面上的关键词�那就让我们从这些
概念入手来讨论文化建设。大学文化建设首先要
追问的是：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 “质量文化 ”？有
什么样的 “人才文化 ”？有什么样的 “特色文化 ”？
有什么样的 “职业文化 ”？有什么样的 “学术文
化 ”？有什么样的 “实践文化 ”？等等。甚至�我们
还应该问：有什么样的 “大学文化的文化 ”？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树立起质量意识、人才意识、特色意
识和文化意识。

大学文化一旦建立起来�在校园的日常运行
中�常常表现为一种常识性的东西�这就如同是：教
师上课是要认真负责的！学生是要认真学习的！
学校不只是为了盈利的！……这是学校里面的常
识。我们把这些东西认作是自然法则�这就象生活
中的人们�将以下的观念认为是常识一样：警察是
保护人民的！医生是要救命的！粮食是可以吃
的！……。如果有一天�人们对于这些常识产生了
怀疑�就会导致在大学里面发生许多不符合大学文
化的行为�造成了我们对于基本常识失去信心。大
学文化就是关于反映大学精神的一些常识�只是这
种常识必须已经内化于大学人的行为之中。

我院合并组建两年以来�有计划地研究和实施
大学文化建设�并且将 “文化塑校 ”列入办学理念�
致力于寻找大学文化建设的突破口。建设广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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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职业学院的大学文化�首先应着眼于确立和宣传
学院 “文化塑校 ”的理念。学院的文化影响着每一
个师生员工�一所大学自身的存在价值依赖于这所
大学的文化影响。脱下成人高校的外套�戴上普通
高校的帽子�并不等于已经办成了一所普通高校。
换了牌子�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再继续昨天的办学
了�今天的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办的不再是一个培训
机构�而是要依照社会对于普通高校的标准来衡量
我们的行为。一所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是培
养创新人才的场所�这就要与传统的成人教育模式
决裂�过去的教学方式、管理模式、工作标准和教育
价值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学院要承担
更多的工作�更高的工作质量�更高的学术标准�更
多的社会责任�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得到相应比
例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回报。

建设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大学文化�其目的是
要构建学院的灵魂�这就是要使得行走在这所校园
里面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学校里面的每一
个人�对于 “美 ”与 “丑 ”有共同的价值判断�这个价
值判断符合大学的办学理念。尽管在任何时候�都
还会有许多 “丑 ”的行为和现象出现�但它们在这
所学院里始终不能成为一种气候。有文化的大学
对 “美 ”的追求往往弥漫在学院的各个角落�即使
受到狂风吹残�雨过天晴之后�还会在春暖花开之
时凝聚起来。两年来�我院教职员工基本上确立了
这样的一个理念：作为一名教师�我们的共同目标
是让每一个学生学好�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上获得正
当的谋生之道；作为一位管理人员�我们都有为教
育管理和服务的思想�保证教学质量成为每个员工
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出发点。学院在这样一个具有
共同目标的大学文化氛围中�建立起符合大学文化
的和谐校园�这种和谐是建立在推动创新人才培养
基础上的和谐。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大学文化�就是通过学院
的日常管理和行走在其中的人物活动来展示的。
大学氛围的建设�让多数员工认识到大学的人文规
范所在�多数人都能够明白作为一所大学及其个人
对于社会承担的责任�并愿意为社会进步和学院的
发展承担责任。社会对于一所大学有着不同于一

般的其它社会机构的要求和期望�大学是思想的发
源地、知识生产的基地、社会良心所在和推动社会
进步的发动机。为此�学院积极推动教学改革、推
动科技研发、推动为广州现代城市服务的项目�所
有这些工作的拓展�只要符合人们对于大学的目标
要求�都是学院的文化积累。学院合并组建两年
来�致力于广州城市文化建设�比如在广州市委关
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活动中�学院承担了主要的策划
与研究工作�提出了以国学教育为突破口的社区全
民阅读方案�与社区紧密合作�推动广州文化建设。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文化发掘�要从过去40
多年的办学沿革去进行探索。从上个世纪60年代
开始�学院的前身就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们至今工作在广州城
市的各条战线上�其中有高级公务员、优秀企业家、
科技工作者等�有的成为了劳动模范�为广州城市
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0多年的办学成果
既表现了它对社会的贡献�也展示出学院每一个人
对社会贡献的态度�为学院带来文化积累。今天的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就是站在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基

础上继续发展。两年来�学院开始成为人文化身�
它组织了文化活动、构造了文化故事、撰写了文化
篇章�城市学院的文化之碑开始奠基。其中�感人
的师生之情、影响一生的校园生活、献身教育事业
的事迹等等�都已经可以从这所学院里面找到屡见
不鲜的身影。

学院大力推进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将校园文
化活动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措施。通过校园
文化活动�学生在文化、艺术、科技、体育、社交等方
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提高。每年一度的科技
文化节、运动会、校园文艺演出�都在为学生和校园
注入文化艺术的种子�在学院的新闻报道中�常常
可以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院学生在全国科技创新
竞赛活动中获奖 ”、“祝贺我院学生在体育运动比
赛中获得优胜 ”、“热烈祝贺我院学生在大学生英
语口语比赛中取得第一 ”等等�这些竞赛和社交活
动已经成为学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把手�学院在
全校范围内推行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并开展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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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引
入到校园�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将 《国学精粹》
课程引入到课堂教学�这在全国高职院校中还是首
创�这必将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校内形成
尊重传统文化的氛围。

我院两年来的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计算机系主动承担了学院向 “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
基地 ”和 “省级实训基地 ”项目冲击的的任务�在极
其困难的条件下�项目组全体教师团结协作、勇于
承担责任。他们不仅获得了两个高水平的实训基
地建设项目命名�获得了340万元的基地建设经
费�而且还获得了 “省级示范专业 ”的荣誉；生环系

今年继续冲击国家级的实训基地项目�在面对办学
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局面�他们以 “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 ”的决心�全力以赴进行建设冲刺；经贸
系市场营销专业为了推进专业建设�主动开展教学
改革�推行 “导师制 ”的教学管理模式�全体专业教
师踊跃参与 “导师制 ”教学改革项目�教师们无偿
地承担了更多的教学与管理任务�这就是学院文化
建设的一道风景。

文化是一种理念、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一种
内化了的行为习惯�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合并组建两
年来�我们正在建立一种理念、形成一种思维方式
和行为习惯�这才是我们所要求的学院文化建设。

（责任编辑　练传喜 ）

（上接第5页 ）
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5项 （其中2项为重点项
目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综合改革推进项目 2
项�确定院级教育教学立项项目46项�在学报出版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专辑一期；《应用写作》获省
级和市级精品课程�《计算机应用》获省级示范性
专业和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计算机应用技术获
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财会综合实训基地获
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我院获广州市第六届教学
成果特等奖一项�二等奖1项。我院超过50％的
专职教师参与了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实

践。部分专业实现课程设计项目化、课程组织团
队化、课程实施生产化、课程成果产品化。

4．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明显提高
2005－2007年招生录取分数高出全省相应等

级院校录取分数线60分以上。2006年和2007年
广东省教育厅公布的我院毕业生就业率分别达

98∙07％和99∙09％。学生职业素质和技能明显提
高�参与各种专业技能竞赛获奖49项。我院已成
为广州中职师资培训基地�每年完成各种校外培
训8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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