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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院校校园精神的培育 

发布日期 ：2007-10-30 16:18:15         作者:朱合理  

                                       （中南民族大学  预科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民族高等教育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为民族高等院校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民族院校在今后的发展中注重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应当十分注重精神财富的积累，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精

神，充分发挥精神财富在学校发展中的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为创建一流的民族大学提供精神动力。 

       关键词：民族院校；校园精神；构想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5-0127-03 

      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而且大学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具有超越物质存在的历史价值。

中国的大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雨的冲击下，沉淀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一些知名大学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学精神。北京大学以“提

倡新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闻名，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传世，北京师范大学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而著

称。正是这些内涵丰富而又极富个性魅力的大学精神，才使得这些百年名校不仅历经磨难、经久不衰，而且枝繁叶茂、青春常在。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高等教育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精心呵护下，日益成长壮大，在国家的

教育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民族院校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精神财

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且，精神财富的作用更加持久。在此，笔者就民族院校校园

精神的培育，发表一些个人的浅见，以求教于同行。 

                                                                    一、民族院校的校园精神 

      人类社会所积累的财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民族高等学校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的财富也分为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 

      物质财富是有形的教学楼、实验设备、师资队伍、管理队伍，还有校园里参天的古树、碧绿的草坪、依山傍水的湖光山色。 

精神财富是无形的，它既包括学校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传统，也涵盖着现实生活的精神活动。在校园精神的传统领域，既有以

爱国主义为中心内容，以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也有淡泊名利、潜心学问的学术传统，还有求真务

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以爱为中心而构成的人文精神。在校园的现实精神生活领域，有师生之间的真挚情感，各民族同学们之间的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浓厚的求知精神和高尚的人生追求。历届毕业生们秉承母校的精神传统，在实际工作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既

是校园精神的延伸，也是校园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一所民族大学都具有富于个性特色的校园精神，不管其外在的表现方式如何，主要内容都不外乎由三个方面组成： 

      第一，校园的传统精神。大学精神不是一朝一夕铸就的，而是通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凝聚、发展而形成的，是特定范围的“文化

体”和“文化群”共同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自然结果。任何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精神传统，民族院校也不例外，也具有

极为丰富的传统精神财富，老一代民院人的开拓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永远是民族院校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国老一代民族

教育家吴泽霖先生的“天平人生观”至今仍然激励着年轻的学者们淡泊名利，为民族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他生前多次跟人们说：“人生

就像一架天平，一边是家庭、社会、国家的培养，一边是个人的贡献，我要尽量多做工作，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平衡。”他的遗嘱是，将

自己的全部图书捐给学校图书馆，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捐给学校作为学生奖学基金。今天，中南民大的莘莘学子们在“吴泽霖奖学金”的

评选活动中汲取着老一代民族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们无私奉献精神的营养。校园的传统精神经过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升华，其精髓可以成



为师生们的精神支柱，并且成为学校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传统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校园现实的精神存在。校园里各民族师生的思想修养、道德情操、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素质结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

等等都是校园精神的组成部分。教师和学生是民族院校的两个主体人群，他们在学校的精神领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学生群体既是校

园精神的接受者，也是校园精神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学校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需要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来衡量，学校的文明程

度需要通过学生群体的思想道德素质来体现。学生群体的道德行为、求知欲望、创新精神以及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的文明素养，是校园

精神最好的体现。所以人们常说：“欲看一所大学的精神，先看这所大学的学生。”教师是大学精神领域的另外一个主体。从动态的角

度看，教师群体比学生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他们在校园里生活与工作的时间更长，教师经过校园精神传统的熏陶与积淀，形成了对学

校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般认识和稳定的情感，成为大学精神的直接体现者。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与科研。教师的道德水准、创造精

神、社会关怀精神不仅决定着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而且会对学生的精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各民族师生精神生活的互动共同构成校

园精神的园地，共同创造民族院校的精神财富。 

       第三，学生们走出校园以后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身体中仍然流淌着母校精神的血液，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仍然为母校创造着精神财富。民族院校的毕业生们在母校精神的鼓舞下，在民族地区建功立业，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积极进取精

神激励着在校学生刻苦攻读，成为校园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校园精神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 

      校园精神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其育人功能十分显著。 

      导向作用。校园精神本质上所体现的是关于大学以及生活在大学校园内的群体的价值观念。因此，一旦某种先进的校园精神形成，

必然会对学校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形成一种强大的校园氛围，引导并规范学校和师生员工应该做什么，为何而

做，如何去做，从而可以使生存于该校的人们具有某种特有的“精神特征”，形成该学校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一个重要的个性特征。由于

校园精神是本校精神传统的传承，是民族院校历代师生员工共同创造的结果，是渗透在学校生活中的精神因素，是带有本土色彩的民族

院校精神，所以对广大师生员工的影响十分直接，生活在校园内的个人和组织无不受到校园精神的影响。 

      激励作用。任何为了要达到目的的活动，不仅仅是受价值定向的活动，而且也是由价值支撑的活动。只有当人们的行为被认为具有

某种合理性时，人们才会理直气壮、义无返顾地去践行。先进的校园精神作为校园价值系统的精华，作为学校发展和目的性的一种潜在

力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发因素和原动力，是推动人们积极进取，育才成才，战胜困难，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在学校遇

到曲折或挫折时，它会给人们以信念的支撑，会成为人们追求理想、追求发展的力量源泉。 

      凝聚作用。校园精神是学校师生共创和认同的价值观念，具有无形的不可低估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认识并体验到彼此具有共同的理

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会使生存于同一所学校的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进而升华为强烈的校园归属感、责

任感和荣誉感，从而把师生员工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三、民族院校校园精神的培育 

      大学校园精神，是指大学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达到既定的教育目标，在长期的校园文化创造过程中积

淀、整合、提炼出来的，反映学校广大师生员工共同的理想目标、精神信念、文化传统、学术风范和行为准则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意

识。由于校园精神渗透在校园生活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对学生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有着十分强大的渗透功能，所以每

一所民族院校都应当向积累校园建筑的“一砖一瓦”那样，积累校园的精神财富，并且认真归纳和梳理，使之沉淀、发酵、升华，形成

校园精神的理念，最终成为师生的精神支柱，成为学校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动力。 

      加拿大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谈到牛津大学时说，对大学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环境和学术气氛。校园环境和学术气氛中则处

处体现着牛津大学独特的校园精神和理念。为了充分发挥校园精神的育人功能，许多重点大学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南开大学的做法非

常具有典型意义，他们隆重推出的“南开名人论坛”、“南开学术论坛”、“博士论坛”以及由各学科知名教授主讲的“南开学人路”

系列讲座等等活动，通过德高望重的学术界名流讲述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把南开大学所推崇的做人的原则、治学的方法、经验和教训

介绍给学生，不仅为他们的学术成长提供借鉴，而且使同学们受到了校园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的熏陶，让广大同学置身于

南开的校园精神氛围之中，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格调高雅、品位向上的文化学术气氛，品尝独具特色的南开大学文化精神大餐，使他

们成为合格的“南开人”。知名学校的这些做法，对每一所民族院校都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没有悠久的历史，却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的年轻的民族院校来说，积累校园精神财富应当从点点滴滴做起。 

       一是对学校教师在教学、科研、教书育人中所表现出来的值得总结的精神亮点要及时加以总结。每一所民族院校都有一批优秀的

教师队伍，他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会表现出一些可贵的精神。有的教师在科研工作中具有忘我的精神，十分善于与人合作，不计较个人

的名利。有的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爱岗敬业，十分投入，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敬重。有的教师不仅认真教书而且

潜心育人，在道德领域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营造着学校的精神环境。对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及时加以弘扬，并使之成

为校园精神的主导。 

      二是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展示出的精神火花要及时加以固定。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火花是十分丰富

的，只要留心观察，比比皆是。民族院校的贫困生所表现出的不畏贫困、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当代大学生宝贵的精神财富，令许多接触过



他们的人感慨不已，并在感慨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所表现出的成熟与理性远远超出了他

们的前辈师兄，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三是对历届校友在实际工作中创造的有利于激励师生的进取精神、有利于学校发展的精神财富要及时加以回收，不断丰富校园精神

的宝库。民族院校的毕业生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品牌优势，他们只有靠实力赢得社会的承认。“凭实力说话”是民族院校的毕业生们在社

会上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共同理念，在社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毕业生无一不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与苦干赢得同事的认可和领导的赏

识。毕业生们的这种人生理念对在校同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激励着他们刻苦学习，积累实力。这是民族院校一笔十分难得的精神财富，

应当认真梳理并加以珍视，并且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总结，虽然不可能立刻形成民族院校精神领域的标志性建筑，但其育人的功能一定可以初步显现出来。等到

民族院校校园精神的园地里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时候，其育人功能会展现得更加充分。再等到民族院校校园精神领域的标志性建筑自

然而然凸现出来的时候，学校便具备了成为知名大学的条件。 

                                                                                                                                                【责任编辑 李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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