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高校文化类场馆是学校重要的文化基础设施，对于构建高水平学校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代
高校一方面要继续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文化场馆；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文化场馆在学校文化建设、文化育
人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为提升师生文化自信、文化素养和学校事业发展注入文化推动力。南京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下辖的江苏铁路教育馆以百年江苏铁路史为主要内容，以詹天佑精神为特色亮点，在文化建设、文化育
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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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化场馆参与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探析
———以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詹天佑精神”为例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

高校文化场馆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
涵育学校文化、教学科研等重要任务，是当代高校不可
或缺的基础设施。时下，高校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
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更加繁重的任务，如何更加有效
地发挥文化场馆在学校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工作中的
功能作用，成为摆在各高校面前一道突出的试题。南京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以校内“江苏铁路教育馆”为平台，积
极以“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切入学校文化建设和文化
育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试以之为案例，对此类文
化场馆参与学校文化工作进行探析，分析其取得的成绩
及存在的不足，以为镜鉴。

一、高校文化场馆参与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实证
高校文化研究、文化素质教育、校园文化建设是高

校文化育人系统内的有机组成，三者协调结合、三位一
体[1]。高校文化建设要立足自身条件，发挥资源禀赋优
势，突出特色亮点，为学校教育教学服务，为丰富师生生
活、提升校园文化品质服务。基于这一点，高校文化场馆
建设运营，首先要服务于学校改革发展事业大局，围绕
学校重点和中心工作，把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以服
务师生为根本遵循，找准自身定位，做强品牌特色，优化
文化育人渠道，畅通社会服务机制。进入 21世纪以来，
培育大学精神、发展大学文化成为高校文化育人的主要
表现[2]。作为一所以轨道交通为特色的高职院校，南京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把学校精神和文化建设工作紧密地靠
在一个“铁”字上，倾力打造“铁色文化”，与上海铁路局、
江苏省交通厅等单位合作共建了江苏铁路教育馆，成为
江苏省内铁路教育场馆的翘楚，更是学校“铁色文化”的

首要平台载体。在江苏铁路教育馆的常设性展览“江苏
铁路百年历程展”中，关于中国铁路事业先驱詹天佑的
事迹展览是重头戏。詹天佑与江苏铁路甚有渊源，曾经
参与了津浦、沪宁铁路的建造，是江苏铁路的“老熟人”。
为了以詹天佑精神鼓舞学生，培养未来堪当大任的铁路
人才，江苏铁路教育馆首先优化了关于詹天佑的展陈设
置。该馆花大力气，从上海、武汉等相关历史文化场馆复
制了詹天佑的塑像、书信、毕业证书、生活用品等，让参
观者近距离感受詹天佑精神气质。为了方便师生开展诸
如党日活动、现场教学等，把詹天佑展览版块放在一个
较为空旷的区域，可以容纳较多的参观者。培训解说员
时，把詹天佑生平事迹进行了系统详实的梳理，声情并
茂地呈现给参观者。高校文化场馆还积极走出展馆，送
詹天佑精神进基层，积极参与学校“詹天佑团支部”创建
活动，参与詹天佑教学楼、詹天佑塑像等美化亮化工作，
参与省级课程思政精品项目“百年铁路”课程詹天佑相
关内容的撰写统稿，并参与授课。另外，高校文化场馆还
以“詹天佑精神与‘双高’建设”为研究方向，参与到学校
铁路文化研究院创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工作，为基地成功获批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讲述詹天
佑、研究詹天佑的过程中，该馆注意内引外联，既在校内
建设了一支詹天佑精神宣讲队伍、研究队伍，还与各地
的詹天佑故居纪念馆及国内知名的詹天佑研究专家建
立了稳固的交流合作关系，吸引到了“强力外援”。

二、高校文化场馆参与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剖析
江苏铁路教育馆在詹天佑精神参与学校文化建设

和文化育人工作上虽然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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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但相较于国内高水平高校文化，对比师生对
于更高水平学校文化的需求，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
有些工作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

首先，对詹天佑研究水平不高，没有产生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高校
文化场馆存在研究能力和科技支撑发展不均衡的情况
[3]。江苏铁路教育馆虽然承担的是教育功能，但教育产品
如果始终不变，没有新的内容注入，会导致教育效果不
断衰减。高质量的宣传教育背后一定有高质量的科研作
为强力支撑。该馆目前建立的詹天佑研究队伍以对外聘
请的专家为主力，而自身没有培养优秀的研究人才。对
有潜质的铁路历史专业背景的中青年人才，只安排行政
性事务，没有做到人尽其才，存在一定的人才浪费现象。
在人才招聘方面，由于结构性矛盾，所招聘到的年轻教
职工专业不对口，没有历史或铁路专业背景，无法承担
詹天佑研究任务，只能承担基本的讲解任务。作为全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铁路文化发展研究
院，目前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只能承担组织课题研究
的任务，自身尚未培养及推出在学术界具有一定显示度
的专家学者，也即在专职研究人员队伍的建设方面还处
于摸索阶段，未来的路还比较长。

其次，该馆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的路径、平台及产
品等方面缺乏创新，导致宣传教育成效不够彰显。当今
时代已经进入了融媒体时代，在从事宣传教育时应该综
合运用各种媒体平台，形成媒体矩阵，尤其要注重对新
媒体的运用。该馆在开展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时，仅靠
馆内讲解，既没有走出展馆，运用校园内各处展示橱窗、
电子显示屏，也没有运用新媒体平台，至今尚未建立自
己的微信公众号和专题网站。文创产品是宣传展示和教
育引导的重要手段，该馆也没有推出关于詹天佑以及其
他展品的任何文创产品，在此方面尚属空白。在以詹天
佑为题材，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方面，该馆也没有举措和
成果。

再次，该馆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师资，在供给侧存
在结构性缺失，缺乏高端师资。所聘请的詹天佑研究专
家没有来校为师生开展过授课或讲座，没有充分发挥外
聘专家的作用。校内安排的詹天佑专题讲座暂付阙如，
只在“铁道概论”“百年铁路”等课程中一带而过。如此，
对于詹天佑精神的解读则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和深入性。

最后，该馆的詹天佑宣传教育工作缺乏长远规划，
原本打算建设的詹天佑专题纪念馆因各种原因停留在
了纸面上，没有跟进落实。这导致该校在开展詹天佑精
神教育时，缺少了一块鲜活有力的阵地，只能仅以教学
楼和校园露天塑像的形式来体现詹天佑在学校文化建
设中的存在。

上述问题，导致詹天佑精神在师生中传播不广、体
认不深。在笔者对 1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对詹天佑
生平较为了解的仅占 21.3%，对詹天佑除了京张铁路之
外的成就比较了解的仅占 35.7%，对詹天佑在铁路之外

的土木工程界贡献较为了解的仅占 17.4%，对詹天佑家
风比较了解的仅占 8.7%。以上数据显示，詹天佑精神的
宣传教育在该校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潜力可
挖。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尚处于成长期的高校文化
场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这些问题应该持一种宽
容的态度，但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认真加以
分析总结，以利于未来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些问题产生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应简单归结为工作态度和工作责
任心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学校发展面临的诸多刚性制
约在该项具体工作上的影射，如：外聘专家不能来校作
专题报告，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学校对于群
体性活动采取的严控措施所致，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师生
健康与生命安全；招聘不到专业对口的研究人员，系由
前来应聘的人员中确无铁路或历史专业毕业生，而该馆
又急需工作人员；在新媒体运用方面存在较大空白，是
因为该馆专业从事场馆日常管理工作的目前仅是一名
新进教职工，人手存在严重不足，加之缺乏专业背景，无
法兼顾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媒体运营管理；文创产品缺乏
系因该馆经费主要投入到举办其他铁路收藏展览，尚未
顾及文创产品的开发；詹天佑专题纪念馆没有落实，主
要是因为学校在全力推进“双高”建设，在资金方面存在
较大压力，本着“好钢用在刀刃上”、事有轻重缓急的原
则，把经费优先投放于与“双高”建设直接相关的重点和
中心工作，以牢牢把握学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三、高校文化场馆参与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对策与
路径探析

詹天佑精神是铁路院校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学校文
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元素。为了打造更高水平的“铁色文
化”，深入推进以文化人工作，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江苏铁路教育馆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詹天佑精神融入学校文化建设大局。

首先，加强詹天佑研究工作，推出一批高水平研究
成果。应立足于现有的人才队伍条件，靠内部挖潜增效
和外部引援助力来解决研究力量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
上，通过加大正向的引导激励力度，调动研究积极性，力
争推出一批在学术界获得共识的高水平詹天佑研究成
果。加强研究成果的实践性应用，向学校文化建设和文
化育人输入新鲜养分。要注重科研活动中的集群效应，
既培养科研骨干，又强调团队合作，在铁路文化研究院
的平台上培养形成江苏铁路教育馆自己的詹天佑研究
团队。充分利用铁路文化研究院这一省级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向社会发布詹天佑研究相关课题，奠定
自身在詹天佑研究领域内的地位，作出应有学术贡献，
赢得詹天佑研究界认可。注重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研究
平台的对接交流，力争实现资源互补，合作共赢。要加大
对科研工作的投入，为科研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政
策支持，引导产生高质量科研成果。在条件具备、时机成
熟时，可举办高规格詹天佑精神研讨会，为詹天佑精神
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詹天佑研究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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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已经形成传统的平台，目前，江苏铁路教育馆在进
入传统优势詹天佑研究平台方面也还需要付出较大的
努力。

其次，开辟并优化詹天佑宣传教育的媒体渠道，充
分发挥新媒体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倍增器”作用。通过建
设江苏铁路教育馆网上（数字）展馆以及微信公众号、头
条号、抖音号等，把詹天佑宣传教育内容搬到网上，建设
24小时在线的网上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阵地。同时，通
过“互联网 +”，把线上宣传教育活动向线下延伸扩展，形
成全方位宣传教育格局。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还
能满足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规避参观人群聚集的需
要[4]。还要注重通过社会媒体尤其是主流社会媒体宣传
詹天佑精神，宣传江苏铁路教育馆在詹天佑精神宣传教
育方面所具有的的独特地位与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形
象，践行江苏铁路教育馆的社会教育使命，为区域文化
发展贡献自身力量。要把詹天佑精神深度对接教书育人
各方面，开展宣传时要增强新闻宣传工作敏锐性，善于
发现鲜活宣传素材，善作善成。要注重发挥自媒体作用，
为师生利用自媒体宣传詹天佑精神提供便利与协助，形
成集群作战优势。要保持宣传工作的连续性，不间断地
为受众提供新鲜的教育产品，还要注重宣传工作要突出
特色，与学校的相关特色工作、特色平台相结合，比如与
铁路主题园、高铁实训基地、春运顶岗实习相结合。

再次，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为师生创造聆听高质量
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课程、讲座的机会。可综合运用网
络授课、现场直播、小批量多场次等形式，为师生引进校
外高水平詹天佑研究专家的学术讲座以及优秀的文艺
作品，丰富师生的文化生活，增加詹天佑精神产品的供
给。要注意根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特点，为学生量身定
制适合他们的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课程，既要讲究一定
的学术性，又要符合高职院校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个性特
点，寻找学术涵养和科普教育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要拓
宽供给幅宽，增加高水平教育产品供给，采取学生喜闻
乐见的文艺形式、文化载体开展宣传教育。要善于利用
新媒体对学生开展教育，充分发挥新媒体强大的宣传效
能。要在课程开发与施教方面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平台建
立长期深度合作，与詹天佑研究团体、詹天佑文博场馆
等联合开发线上线下课程，为师生提供优质便捷的课程
资源。可以推出“詹天佑精神”系列课程，包括“詹天佑在
美国”“伏匿待时：学成归来的詹天佑”“滦河大桥：崭露
头角的詹天佑”“詹天佑的代表作：京张铁路”“保路运动
中的詹天佑”“詹天佑与中国的土木工程教育”“外争国
权的詹天佑”“詹天佑的家风”“詹天佑的爱情婚姻”“詹
天佑与工人兄弟”“詹天佑的爱国思想”“詹天佑的科技
思想”等子课程，形成詹天佑课程体系。在此过程中，要
注重师资培训，加深教师尤其是思政教师对詹天佑精神
的理解[5]。

最后，在资金相对紧张、不具备建设詹天佑专题场
馆的情况下，可通过举办展览等方式予以补足。在举办

展览方面，既可以举办图片展，也可以与詹天佑纪念场
馆合作，引进高质量临时展览。要注重展览基础设施、基
本条件的打造，高标准打造展厅和展陈设备，为引进高
水平临时展览提供充足的基础条件。要用足用好展览的
社会教育功能，组织本校师生前来参观学习，并欢迎社
会各界前来参观学习。待到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时，仍要
落实建设詹天佑专题纪念馆的任务，把詹天佑这一铁路
人的精神灯塔宣传好，把詹天佑精神更深地埋植于江苏
铁路教育馆内。要从长远出发，把詹天佑纪念馆打造成
为国内一流的詹天佑文化场馆，力争在詹天佑文物收藏
展览、詹天佑学术研究与教育等方面打造形成特色亮
点。同时，还要推出与专题纪念馆匹配的文创产品，在创
造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增加詹天佑
精神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成效。

高校文化场所是开展文化建设、文化育人工作的有
力抓手、优势平台，要在建设好的基础上使用好，力争使
其成为学校文化重镇，为学校文化繁荣作出主要贡献。
在开展詹天佑精神宣传教育过程中，江苏铁路教育馆为
所在的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建设输送了宝贵的
资源，为学校全力打造的“铁色文化”铸魂育人工程作出
了重要贡献。下一步，应继续在优化平台、提升内涵、培
育队伍方面进行努力，以期为弘扬詹天佑精神、丰富学
校“铁色文化”内涵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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