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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研究
———以无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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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江苏无锡，214001; 2．无锡大桥实验学校，江苏无锡，214011)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职业类学校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各个学校在培养人才、
应对舆情、形成办学特色的需求下，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吴文化代表的无锡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

文脉久远，文化璀璨。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吴文化应该充分与校园物质环境、精神文化、活动文化相结

合，这无论是对培养人才还是更高层面的人的精神信仰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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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每年用于
教育领域的经费逐年增加，学校育人质量也在稳步
提升。《2016 年 全 国 教 育 经 费 统 计 快 报》显 示:
“2012 年至 2016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累计接近
17 万亿元，其中 2016 年达到 38888 亿元，是 2012 年
的 1．36 倍，年均增长 7．9%。”［1］各个层级教育的经
费投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国家高度重视教育
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办学条件逐渐改善、教学
设备不断更新。这些提升对学校办学、学生培养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校硬件设施差距逐渐缩
小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喊出了“内涵建设”的
口号，期望在师资力量、校园文化、特色活动、历史积
淀等方面探索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在这些要素中，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性格养成、素质提升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文

化环境，包括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活
动文化，这些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文化不断沉淀，

在师生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校内外有
一定的知名度和认可度。”［2］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
职业教育，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规定:“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
职业教育发展。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职业教

育投入。”［3］但相较于其他层次的教育，无论是发展
历史还是办学成效，高职院校都还处于起步发展的
阶段，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一、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 一) 培养优秀人才的需要

梅贻琦曾言: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此语不仅突出大师的学术高度，更
是对大师风范、学术信仰在高校中精神引领的肯定。
学校教书育人，一方面体现在知识的传授上，另一方
面体现在校风、校训等校园文化对莘莘学子的精神
滋养上。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级学校更加
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而学生综合素养、专业素
质的养成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学校组织

的各式活动中，在平常的耳濡目染中。这就需要学

校在引领学生人格成长的校园文化上做得更多。高

职院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

力，而且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这些必须具备的职

业道德仅仅靠课堂上的讲授是不够的，还需要“润

物细无声”的熏染。高职校园中浓浓的创业气氛和

优秀学长、业界精英的事迹图片所营造的校园文化

环境对学生成长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来源于书本的
“职业道德规范”。

( 二) 应对复杂舆情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在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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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文化生态也出现了低俗化迹象，尤其是网络
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庸俗甚至恶俗、三观不正的视听
资源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这是当前社会文化建设
中客观存在的事实。网络空间充斥着黑暗和扭曲的
社会价值认知，微信、微博、各种客户端的不当言论
随时会影响甚至占领学生的思想空间。“高校宣传
思想工作队伍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支重要力
量……近年来，各地各高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为推动形成积极健康
向上良好局面、促进高校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有力
的组织保证。”［4］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
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在时代文化潮流出
现糟粕之时，高职院校更应该主动占领正面价值引
导的阵地，坚决压缩、打击“三俗”观念生存的空间。
高职学生入学成绩较普通高校差，学习行为习惯也
有待提升，花在学业上的时间也不够多，很多学生把
大量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网络上，这就给各种不良信
息提供了空间。学校可以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以
校园文化品牌的先进性影响、教育学生，引导其自觉
摒弃不良风气，主动学习、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使其在耳濡目染的学习过程中，内感于心、外化于
行，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 三) 宣传办学特色的需要

随着参加中高考学生人数的增加，高校的招生
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压力几乎都传导到了本
科第三批院校和各个高职院校。各级各类学校为了
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和社会口碑，不
得不追求差异化的招生宣传策略，其中校园文化的
宣传就是特色之一。无论多么英明的领导，多么良
好的硬件设施，都不可能使校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学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
式等才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健康的校园文化愉悦学
生的身心，可以净化学生的心灵，更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成长。几乎每个学校都在最显眼的地方宣传自
己的特色专业、优秀师资、技能大赛获奖以及悠久历
史，这样的宣传着眼于整个校园的软硬件设施，其实
是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示。

二、吴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影响，地域因
素对人的素质，如道德品行、礼仪风貌、行为能力等，

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青少
年时期。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是吴文化的代表地
域之一。吴文化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呈现，如
泥人、竹刻、刺绣，也可以是非物质形态，如吴歌、道
教音乐等，这些代表吴文化的形态有非常丰富的当
代价值内涵。杰出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背后
是崇文重教的价值内涵; 薛福成等实业家创办实业

是敢为人先、义利兼顾的慈善内涵; 泰伯筚路蓝缕，

开创了吴地辉煌，是艰苦创业、不畏艰难的内涵; 顾
宪成、高攀龙聚众讲学、评议时政是知识分子胸怀天

下的情怀。［5］这些内涵应该和当下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历史文化
的作用。

( 一) 推动吴文化融入校园物质环境

全日制高职学生一天在校园中的时间达到八小
时，甚至更长，学生一整天都处于固定的环境中，这

样的环境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
面，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学校的建设速度
也在加快，这些学校有着一流的设施、宽敞的环境，

但同时也是“没有历史”的学校，这就更加需要在校
园文化的物质层面用心经营。另一方面，社会普遍
存在把硬件建设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效果的现象，假
山、喷泉、雕塑、亭台等成为学校重点打造的对象，规

模、数量、速度成为衡量学校的主要标准，从而导致
学校重视外在环境的布置而忽略了校园物质文化的
内涵。

吴文化有具体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与校园文
化的物质层面相契合。首先，利用一些传统工艺，如
大阿福进校园、留青竹刻进校园，学校既可以开辟专
门的活动场所，让学生真正动手实践感知，感受传统

工艺的魅力，也可以在画廊宣传展示这些工艺的
“前世今生”及艺术价值。这样具体可感的形象既
可以起到丰富、充实校园文化的作用，又能在传播地
域文化上起到切实的作用。其次，书画诗文典故的
展示，无锡文脉悠远、群贤辈出，如李绅的《悯农》、
倪云林的画作、东林书院的对联、周处除三害的故事
等。最后，江南水乡的特质，如悠悠太湖水、千年惠

山寺，真山真水，鱼米之乡，这些要素都可以融入校
园的建筑风格、装修特点之中。除此之外，学校可以
设立先贤祠、地方史馆，这些建设可以和学校办学成
绩一起营造极富吴地特色的校园文化，校园物质环
境建设就更有“神”，真正成为师生心灵陶冶、人格
养成的重要载体。

( 二) 推动吴文化融入校园精神文化

学校的办学传统、校风校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
力量，对学生的人格养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
当今职业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一方面，学校要教授科
学文化知识，为学生职业素养打下坚实基础; 另一方
面，学校担负着培养学生人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优秀人文素养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就业的压

力不仅压迫着学校，而且也压迫着广大的学生，客观
上造成了学生和学校的功利心理，从而忽视了校园
文化对学生精神滋养的落实，人文教育的弱化与精
神文化的缺失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通病。

吴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和当下社会

·611·



主义精神文明高度契合，在当今社会具有独到的价
值和意义。校园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积淀的过
程，它在一代代人的努力和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具有
长久的渗透影响作用。推动地方文化融入校园精神
文化，在优秀传统文化养料的汲取中凝炼校园精神，

需要尊重传统文化的思想力量。一方面，在课堂内，

学校可以开发一系列的乡土教材，借助于可观、可
感、可闻的资料，让地方文化走进教室、走进教材、走
进大脑，教师带着学生走进吴地历史的先贤，梳理地
方历史的脉络，使学生对吴文化的文化价值产生心
理认同，进而对道德品质塑造产生影响。如吴文化
中的艰苦创业、心忧天下等的价值观对当代高职学
生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担当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
面，校园精神文化虽然无形，却体现在一个个活生生
的个体中。课堂外，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院、
民族工商业博物馆等文化场所，让学生实地感受地
方文化的魅力和精神洗礼，感受历史先贤的工匠精
神，充分放大历史人物对青少年的价值引领，从而逐
渐塑造校园主体学生的精神风貌。通过这两方面的
相互配合，吴文化的价值内涵即成为提升校园精神
养分的重要来源，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达到广大师生
对校园精神的积极认同。

( 三) 推动吴文化融入校园活动文化

校园社团活动符合青年学生的身心特点，社团
开展的社会实践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还
可以为学生发展个性、展现才华提供机会，具有陶冶
情操、锻炼能力、塑造品格的作用，对学生提高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意义重大。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个人

少年时代的经历会对他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因
此，人们对故乡总是充满感情、充满眷恋。学生时
代，最熟悉的莫过于成长的环境，故乡的山山水水、
一草一木都会在人的成长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推动
吴文化融入校园活动文化，需要学校管理者和教师
在研究地方文化与校园文化活动对接形式的基础
上，精心设计校园活动，凸显活动的文化底蕴。学校
可以以一些传统的节日或者地方风俗习惯为契机，

在学生社团活动中开展传统文化纪念活动，深化学
生的地域认同感，或者引导高职学生走出校园，把传
统文化融入各种社团活动中。首先，开展考察类活
动。组织学生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通过参观、游

览、访学等实践形式，走访大窑路遗址、丝业博物馆、
名人纪念馆、古街古巷等，让学生走进现场、走进历
史，孕育学生的地方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其次，展
示类活动。学校结合艺术节、文艺节等，邀请专家到
校展演锡剧、泥人、竹刻等技艺，与学生面对面，展示
先民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伟大
智慧。最后，探究类活动。在学生中开展利用网络、
文献探寻冬至风俗习惯的演变、清水油面筋的制作
技艺的演变活动，举办地方文化知识竞赛活动等。

在高职教育以就业作为指挥棒的大背景下，在
办学专业趋同的情况下，人才培养质量异常重要，而
校园文化建设和人才质量有着紧密的关联，这就需
要高职院校在抓好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更符合
时代需求的“工匠”。吴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是
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小的层面
看，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的人格素养提升有着积极
的意义; 从更高层面来看，培养一个人对地方文化、
故乡传统的认同将为一个处于快速变革社会中的人
留下一片心灵的净土、灵魂的港湾，这无疑又有着更
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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