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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校训是学校为了发挥社会功能和完成价值使命而制定的行动指南。在实践上 , 它主要起导向

和激励功能。校训的导向功能主要包括理想信念导向功能 、 培养目标导向功能和行为准则导向功能。各高

校在践行校训的过程中 , 要领悟校训内涵的精髓 , 充分发挥校训应有的导向功能 , 使大学校训真正具有强

大的号召力 、 凝聚力和向心力 , 成为师生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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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校训是一所高校独特办学思想和传统精神的集

中体现 , 最能反映一所高校的办学传统和特色 。然而 ,

我国许多高校虽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 , 但是这些学校

有的追求真理的色彩不浓 , 有的时代感不强 , 有的政治

色彩太浓 , 有的没有人文精神 , 有的缺乏深刻的文化内

涵 。[ 1]究其原因 , 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学校在践行校训过

程中没有充分挖掘校训自身的导向功能 , 没有完成校训

的价值使命 。

1.从校训的内涵看导向功能

要使大学真正发挥其导向功能和完成其价值使命 ,

就要首先解决 “大学为什么” 的问题 。《大学》 开篇就指

出:“大学之道 , 在明明德 , 在亲民 , 在止于至善 。” 蔡

元培先生也说过:“大学者 , 高深学问者也 。” 梅贻琦校

长也曾说过:“办学校 , 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

是研究学术 , 二是造就人才 。” 19世纪英国学者约翰·亨

利·纽曼在 《大学的理想》 中将大学定位为一个提供博雅

教育 、培养绅士的地方 。从这些论述中 , 我们可以概括

出大学有四种基本任务:一是专业知识课程教学和研究 ,

二是教育与培养人才 , 三是体现生命的精神交往 , 四是

产生和交流学术 。另外 , 从大学的价值使命角度来看 ,

大学就是知识库 、人才库 、思想库 、高新技术辐射源 。

明确了大学的任务之后 , 在制定和诠释校训的时候 ,

就必须让大学自身的任务与校训紧密结合起来 。一则好

的校训 , 往往能集中反映一所学校的培养目标 、 办学方

向 、办学特色 、优秀传统 , 是一所学校精神面貌的真实

写照 。人们说校训如同一所学校的 “魂” , 一则优秀的校

训能激励一代学人乃至数代学人成长为民族的栋梁 。延

安抗大的校训——— “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 就造就

了一代革命的热血青年 , 从陕北的窑洞奔向民族解放和

人民解放的战场 , 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坚 。[ 2] 因此 , 我

们应该秉承这一优良传统 , 让高校的校训都能独树一帜 ,

起着应有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 。但是 , 由于有关校训

内涵论述的文献著作甚少 , 而且论述的深度不够 , 造成

人们对校训的理解很不透彻 , 学校对校训的认识也不全

面 , 这就使得校训本身所具有的导向和激励功能难以充

分发挥 。

那么 , 校训是什么 ? 从字面直接理解 , 一般认为 ,

“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学校有指导意义的训词” 。 《辞海》

的解释则是:“学校为训育之便利 , 选若干得目制成匾额 ,

悬于学校公见之地 , 是为校训 。”[ 3] 《中学百科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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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卷》 解释为:“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师生的言行

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 4] 显然 , 这几种概念都没能

很好地抓住校训的内涵实质 , 而是只停留在表面的描述

上 。也有人试图对大学校训的内涵做出新的界定 , 认为:

“大学校训是大学对自身办学理念 、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

特有精神的一种表征形式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它是大学

理念凝炼后的符号表示 , 具有稳定性 、继承性 、融合性

和个性化特征 。”[ 5]该观点虽然是从大学的角度来分析校

训的 , 而且把校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但是对大学

校训内涵的抽象概括程度仍不高 。基于对校训的特质剖

析 ,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校训是学校办学理

念的一个载体 , 校训的内容体现着学校的社会功能和价

值使命 。

既然校训是一所学校办学理念的一个载体 , 那么我

们理解校训 、把握校训的内涵 , 就应该从理解办学理念

开始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

两种 , 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 , 一种哲学主

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 , 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

础 。”[ 6] 参照这一分类标准 , 我们可以把办学理念划分为

两大类:一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二是以

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 。前者认为 , 大学应当以

追求客观知识为唯一目标 , 强调 “为学术而学术” ;后者

认为 , 大学应当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 用自身的知识来解

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 强调学以致用 , 以用治学。

在我国 , 纯粹的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或纯粹

的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办学理念是不存在的 , 所表现

的办学理念是两者相互交融的结果 。不管是哪种办学理

念 , 其表现的共同特征是———办学理念导向着各自学校

的培养目标 , 体现出各自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使命 。因此 ,

每一所学校制定校训时必须依据自己的办学理念 。

要进一步把握校训的内涵 , 还要对我国大学校训进

行现实考察 。通过考察 , 我们发现不同的校训都具有以

下共同的要素:第一 , 校训具有独特性和简短性等特点;

第二 , 校训具有导向和激励等功能;第三 , 校训要求全

体师生共同遵守;第四 , 在实践上 , 校训就是一则行动

指南。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给校训下这样一个定义:校训

是一所学校依据自己的办学理念而制定的鞭策和规范全

体师生行为的简短言词 。

2.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析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

成的相对稳定的 、具有特色的并为大家所认同 、追求、

遵循的理想 、 信念 、价值观、 传统和行为准则等组成的

体系 , 它是大学文化的精华 。”[ 7] 要塑造高校独特的大学

精神 , 可以在大学校训上做文章 , 最大程度地发挥大学

校训的导向功能 。所谓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就是指大学

校训能为高校师生的行动确定方向 , 将整个高校的生活

由复杂的 、多面的、 漫无目标的行为有效地纳入到统一

的 、明确的教育目标上来 , 使之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有

序前进 。“校训是办学理念和育人要求的高度概括 , 是校

风 、教风 、学风的内核 , 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不仅体现一所学校的特点和风格 , 同时也反映着时代 、

地域文化积蕴和精神;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 , 而且是学

校所有教职员工都应牢记心头 , 时刻遵守厉行的 。”[ 8] 我

们可以看出 , 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应该主要包括理想信

念导向功能 、培养目标导向功能 、行为准则导向功能等 。

从我国目前大学校训所表述的内容来看 , 有的校训这三

种导向功能兼而有之 , 有的大学校训则侧重其中的一种

或两种 。

首先是理想信念导向功能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场所 。

大学不仅要产生思想和学问 , 还要为社会提供理想和信

念 。大学校训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精髓 。校训

应化为一种理想 , 一种信念 , 应成为激励 、号召每个师

生从事有利于自己学校发展事业的强大力量 。对大学校

训颇为关注的陈怡教授说 , 一所学校的校训不仅从本质

上讲是该校所处的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沉淀和凝聚 ,

更是该校先进办学理念的提炼和总结 。[ 1] 校训是学校精神

的凝练 , 代表着学校的办学理念 , 指引着学生的求学理

想 。大学校训的理想信念导向功能对师生的教育认识活

动和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或导向性 , 它表现

为可以凝聚全体师生 , 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 。一些校训

体现了对高尚品质的追求对爱国精神的培养 , 如西安交

通大学的校训 “爱国爱校 , 追求真理 , 勤奋踏实 , 艰苦

朴素”;有的是对艰苦朴素精神的肯定 , 如中国地质大学

的校训 “艰苦朴素 , 求真务实” ;有的注重对学生的守

信 、清廉品格培养 , 如江西财经大学的校训 “信敏 , 廉

毅” , 更有校训体现了理想和信念的完美结合 , 如云南大

学校训 “立一等品格 , 求一等学识 , 成一等事业” 。

其次是培养目标导向功能 。“大学校训不仅反映出大

学的办学理念 、办学方针 、专业特色和独特的精神 、文

化氛围 , 更反映出大学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 、群众意识 、

价值观念 。”[ 9] 大学校训的培养目标导向功能 , 主要反映

在高校的培养目标上 。一些大学以自己的学科特色和专

业背景作为它们的校训 , 如 “学为人师 , 行为世范” (北

京师范大学)、 “厚德博学 , 强军兴国” (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 “养青松正气 , 法竹梅风骨” (北京林业大学)、 “文

舞相融 , 德艺双馨” (北京舞蹈学院)等 。这些大学校训

不仅点出行业的特点 , 而且也道出对行业的高标准要求 。

最后是行为规范导向功能 。“大学校训是大学为树立

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 大学

校训对大学的教风和学风起着引领 、导向功能 , 它是大

学师生的座右铭 , 是大学声誉和形象的宣传画 、 广告

牌 。”[ 9]所谓行为规范导向 , 就是按照道德 、教育法律法

规的准则和要求进行导向 。进行行为规范导向既是现代

高校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 也是理想信念 、奋斗目标导

向的保证 。行为规范导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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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导向 , 二是法纪规范导向 。“大学的道德风气不可避免

地影响着全社会的道德价值趋向 , 振作大学的道德理念 ,

是大学的自身要求 , 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 10]大学校训

的行为规范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它的道德规范导向功能

上 。无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 “厚德明法 , 格物致

知” , 还是东南大学的校训 “明德新民 , 止于至善” , 亦

或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 “不做假账” , 都体现了这些大学

以德治校 、以德育人的办学理念 。

从上述分析 , 我们知道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应该总

体上体现在:追求生命力的价值 , 追求人自身的完美 ,

发展人性及完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 , 以及永恒的道德观念;坚持民主参与意识 、 法制

契约观念 , 谋求个性解放 , 并建立自然协调的人际关系 ,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

3.大学校训导向功能的践行

应该说 , 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 , 每一则校训

都是 “一种精神 , 一种原则 , 富于鼓动性 、激励性 、号

召性和实践性” 。[ 9]它是校园文化底蕴和共同价值观的体

现 , 体现着办学特色和风格 , 演绎成师生共同认可的行

动指南 。从总体功能上讲 , 校训对内影响和规范师生的

言行举止和行为方式 , 形成了凝聚力 , 引领学校的办学

方针和育人取向;对外作用于社会文化和文明理念 , 体

现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

在践行校训的过程中 , 高校要认真领悟校训的精髓 ,

努力把握大学校训的导向功能在为学与为人 、个人价值

与社会价值和追求真理与把握现实这三个方面的统一 ,

发挥校训应有的导向功能 , 使大学校训真正具有强大的

号召力 、凝聚力和向心力 , 成为每一个师生的行动指南 ,

成为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大学具有独立的人格特质 ,

是有骨气的 , 不能随波逐流 。因此 , 在领悟校训内涵的

基础上 , 大学应把兴趣和注意力放在怎样结合实际去贯

彻落实校训的要求上 , 而不是兴师动众 , 形式主义地把

校训变来变去 , 以至 “今天换一个花样 , 明天换一个口

号” 。[ 8] 当然 , 根据时代发展和大学自身发展需要对大学

校训进行及时修正和创新仍然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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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University Motto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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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hool mottos are action guidance set up by the school for fulfilling social functions and accomplishing

value missions.In practice , the motto mainly plays its guiding and inspiring function.The guiding function of mot-

tos mainly includes guidance in ideals and beliefs , cultivation objectives and behavior maxims.In the process of ful-

filling the motto , the university members should comprehend its connotative essences and bring into full play its

guiding function , so as to make the school motto action guidance for staff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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