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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界 聚 焦

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是一所高校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
一，一所高校要想做大做强特色校园文化，就需要从

文化的源流上下功夫，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校园文化的
重要支撑和动力来源。扬州高职院校包括3所公办院校、2所
民办院校，培养了大量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并积极助
力扬州及周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高校十分重视并充
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作用，依托扬州丰富的资源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厚重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来提升
品位，打造特色。

一、扬州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

通过电子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和分析，扬州高职院校响应
教育部、省教育厅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号召，积极传播普及高
雅艺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推进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探索
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
较为集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总体规划，主体
责任感较弱。扬州高职校园都是由几个老牌中专高职合并升
格而来，文化建设之初由于不断合并，不同群体文化不能形
成文化价值认同感，校园文化建设缺乏总体设计，出现无序
性，失去统一规划和长期坚持建设的动力。二是重视硬件建
设，轻视软件建设。校园文化建设重心都放在硬件建设，每
年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和精力用于修建亭台楼阁、痴迷高楼
建设，片面地认为这就是校园文化建设，忽视了校园文化软
实力建设，忽略了校园学习氛围和学习风气的渲染与培养。
三是对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重视不够。多数学校在育人
过程中普遍重视经济效益获取，39%的受访师生能认识到校
园文化的积极价值，认为应大力推动校园文化育人，58%的

认为应先重视专业建设，不愿主动思考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
化建设的方式、深度和融入后带来的育人效果，育人成效有
待提升。四是校园文化建设缺乏扬州地域文化特色。目前高
职院校对扬州地域文化的发掘和利用还处在一个很浅的层次
上，缺乏系统性、创新性，未形成办学特色，在校园文化的
建设中缺乏地域文化气息。

如何围绕“底蕴丰厚的扬州地域文化”，不断提升学
校文化内涵，拓展文化外延，形成品牌文化，积极探索校园
文化与学校发展的融合创新，为学校发展提速换挡，笔者认
为，应汲取地域文化优势价值，从营造特色鲜明的校园育人
环境、丰富活动文化载体、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
搭建有效机制四个维度着手。

二、扬州地域文化在构建本地高职院校特色校园
文化中的实施路径

1.营造特色鲜明的校园育人环境
积极营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环境，提高扬州地域文

化融入校园文化的价值认同。高职院校在推动地域文化融入
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对优秀地域文化的价值认同是实践的重
要基础[1]。将扬州地域文化融于校园布局，提高对优秀地域
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价值认同要主动教育，内化于心；积极
作为，外化于行。注重在包括建筑文化、设施文化和环境文
化等物质文化中体现地域文化特色，营造特色鲜明的校园育
人环境。如江苏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园环境上充分凸显
“三把刀文化”的地方特色。走到扬州职业大学图书馆在第
一社会科学阅览室，映入眼帘的是极富特色的一面文化墙，
一首首异彩纷呈的扬州诗词曲赋，一张张扬州景点图绘背
景，吸引同学们驻足观赏、反复吟诵。一面面文化墙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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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提升了图书馆阅读文化氛围，帮助读者了解扬州进而激发
他们热爱扬州、热爱祖国的情感。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
内的潮生路、月华路、青枫路等路名是结合唐代张若虚《春
江花月夜》中的诗句来命名的，还有体现学校校史发展的高
桥楼等等[2]。让学生想到这首诗、看到这些建筑，就会想起
走过的每一条路，想起青葱的大学生活。

2.多维度打通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渠道
充分发挥优秀地域文化在“第二课堂”的教育优势，举

办各类主题活动，把扬州地域文化中的精华和正能量元素融
入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据统计，目前扬州拥有1项世界文
化遗产，477处文物保护单位；拥有3项联合国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19项国家级非遗、150多座文博场所⋯⋯这些都
可以作为校园文化阵地建设的重要载体，走出去使学生开阔
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升综合素质。如扬州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把扬州漆器玉器、园林建筑、雕版印刷、扬州八
刻等体现“扬州工”文化的项目引进校园，成立扬州地域文
化研究所，邀请项目技能大师、大国工匠为新生上开学第一
课，不断深化扬州地域文化实践[2]。每年新生进校后，扬州
市职业大学会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向新生介绍扬州名人
故居、扬州景点，组织新生“三进三看”，走进特色古巷、
调查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扬
州厚重的历史。扬州市职业大学“博物之曰”文化体验项目
自2019年实施以来，利用学校优质的师资力量带领青少年深
度游览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生动形象的讲解以及趣味性的
互动，使得往日“高冷”的博物馆增加了亲和力，让参观者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了扬州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

3.将地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扬州文化基因源远流长，拥有2500年建城史，历史文

化积淀十分丰厚，自然可供挖掘的教育资源十分丰富，诸多
文博场馆都可以成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基地，大运河保护、
“烟花三月”经贸旅游节、名城建设、非遗保护与传承等都
可成为学生实践的内容。如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在最近，开展
云端升旗、云端思政课、云端“祭扫”、品读运河等活动。
使之成为培育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实施爱
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内容。扬州市职业大学活用地
方红色教育资源，以长篇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扬
州籍革命烈士许晓轩为学习对象，组建以青年党员师生为主
体的“晓轩”先锋队，定期开展系列红色教育活动，上活一
堂信仰大课，让坚定的理想信念在青年学子身上落地生根。

4.形成扬州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制度保障体系
优秀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应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转变思路寻找文化育人的切入口，实现与校园文
化同频共振、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各高职校园可成立特色
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科学制定可行性方案，把地域文
化纳入文化融合的课程育人体系，把地域文化摆在课程体系
的“优先”位置；出台相应的激励、考核机制，并配套一定
经费，着力打造出地域文化研究专业教师队伍；在学分添加
上、评优奖学中对在地域文化方面学习取得成绩的大学生进
行奖励，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的凝聚激励功能。如扬州职业大
学率先成立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组建“家风家训研究
会”，定期举办报告会，引导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将家风家训
研究运用于育人工作实践，形成有影响力的工作品牌；扬州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扬州工文化研究所”，利用好地方
文化育匠人之心，建设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扬州职业大学扬
州成立全省首家乡土人才“三带”研修学院，搭建了传统技
艺传承平台，把有绝技绝活的大师和乡土人才请上讲台、走
出文本、走进课堂，在传承传统技艺中加强现代职业教育建
设，打造乡土人才梯次培养阵地。

三、结语
打造特色校园文化，是地方高校传承当地优秀传统文化

和社会先进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是以高品质思想文化影响
和引领地域文化发展方向的使命担当，是服务文化建设高质
量、助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扬州的职责所在。扬州地域文化与
校园文化融合发展任重道远，还需持续深入推进优秀传统文
化全方位融入职业院校教育，依托地域资源寻找厚重的文化
基因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来提升品位，打造特色。由于传统文
化资源的深厚与芜杂，需进行选择、整合与创造，最终形成
有品位、有底蕴、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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