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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办学传统尧办学特色和学风校风在精神层面的体现袁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对大学文化在开放性尧先
进性尧包容性尧多元性尧创新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因此袁大学文化要不断丰富其内
涵与功能袁要更加注重培养责任担当尧求真向善和人文包容的精神袁在世界多元文化和信
息时代中袁既坚守大学学术灵魂袁又顺应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遥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
养袁育人功能则是大学文化的本体功能遥 大学文化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尧科研活动尧师生交
流尧校歌校训等对学生成长成才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遥 因此袁要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育人
功能袁探索有效的实现路径遥 浙江理工大学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袁凝练出不同发展阶
段的育人理念袁充分挖掘文化育人资源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袁包括加强校情校史教育袁拓展
校园人文环境袁推进实践文化建设遥同时袁学校创造性地构建了全方位文化育人模式袁即树
立野全面发展冶的育人理念袁实施野全员育人冶的育人机制袁完善野全方位服务冶的育人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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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作为一种文化机构袁承担着传承与创造高深知识袁为社会未来发展负责的责任遥 大学
文化是大学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袁彰显着大学的价值信念袁对大学的育人活动产生深远影响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袁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遥 这为大学文化建
设提出了新的目标与要求袁大学文化作为创造知识尧传播文化尧引领风尚的主阵地袁在提升国家
软实力建设中具有战略地位遥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要2020年冤曳明确指
出袁坚持以人为本尧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袁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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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袁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尧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遥 教育部袁贵仁在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
中心成立大会上也提出院野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尧有计划的文化过程遥 所
谓教书育人尧管理育人尧服务育人尧环境育人袁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冶遥 可见袁大学文化对学生的
发展成长至关重要遥 大学通过科学研究尧教书育人尧服务社会等方式又不断推动着大学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对大学文化在开放性尧先进性尧包容性尧多元性尧创新
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遥 创新大学文化在新时期的内涵和功能袁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
新常态袁对于中国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一尧新时期的大学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精髓袁是民族凝聚力和集体智慧的体现遥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对知识进行传承
创新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袁是其办学特色尧办学传统和校风校纪的集中体现遥
新时期的大学文化应该是一种责任担任精神袁是一种求真探索精神袁更是一种人文包容精神遥

渊一冤大学文化意味着责任担当
大学应成为充分体现民族文化的场所袁自觉承载起自身文化使命尧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

的责任担当遥 1898年袁面对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袁康有为向上奏呈院野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袁宜
督促早成之袁以建首善而观万国遥 冶[2]力图把新式教育作为国家救亡图存的手段遥近代著名教育
家尧革命家蔡元培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指出袁离开兴学育才的根本之计谈改革袁无非是
野为拙御易车袁为拙疱更刀袁必无济矣遥 冶因此袁野为保国强种之本者袁非学堂也哉遥 冶[3]蔡元培的教

育救国思想深刻影响着北大野学术自由尧兼容并包冶的文化氛围的形成袁旨在实现其野不拘一格
降人才冶的育人目的遥 抗日战争时期袁西南联大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再造袁通过大学
文化强化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谱写出振奋人心的叶满江红曳校歌袁激发
了广大师生野刚毅坚卓冶尧野自强不息冶的责任担当精神遥 可见袁大学文化充满了发展民族和国家
使命感袁具有独特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遥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新常态袁如何让大学文化在继承
中弘扬文化传统袁推进文化创新袁在变革中坚守核心价值袁在发展中明确责任担当袁成为中国
大学在新时期面临的关键任务遥

渊二冤大学文化意味着求真向善
大学以追求知识和科学真理为核心任务袁是人类文明的传播源地遥 梅贻琦曾说野所谓大学

者袁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袁有大师之谓也冶遥 可见袁大学办学的物质条件固然重要袁但更重要的是
拥有知识渊博的教师和引领学界的求真向善的学术精神遥 大学的大师不仅要带领学子创造和
传播知识袁还要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青年学子袁以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引领学界追求真知遥
因此袁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的道德和人格遥 求真不仅是追求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袁更
是一种锲而不舍探索真理的顽强精神[4]遥 从本质上讲袁大学文化的育人要务就是通过大学文化
的熏陶袁使学生野知其伪而守其真袁知其恶而守其善袁知其丑而守其美袁知其不能为而守其必须
为袁知其辱而守其尊冶[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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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尧清华大学等名校都把培养和完善学生的人格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遥 梅贻
琦认为袁野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冶袁始终未能超出野明明德冶和野新民冶的范围[6]遥 南开大学的
校训野允公允能冶是为了使学生具有野爱国爱群之公德袁全心全意服务社会之本领冶袁这也成为了
南开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遥 在现代文明社会袁大学文化的求真向善意味着引导学生培养
友善品行袁野善待学校社会尧师长同学袁以善为乐袁乐善好学袁形成崇德向善尧礼让宽容的道德品
行冶袁意味着引导学生不畏挫折袁站在科学文化的前沿袁用发展的眼光追求知识和本领遥

渊三冤大学文化意味着人文包容
叶易经曳记载院野文明以至袁人文也遥观乎天文袁以察时变曰观乎人文袁以化成天下遥 冶可见袁野文

化冶就是野人文化成冶的意识遥 而大学是人类实施野教化冶尧传承与发展文化的重要机构袁大学教
育不仅要创造和传承知识袁更要培育年轻人投身未来社会生活袁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与繁荣袁寄
托着未来比今天更美好的憧憬遥 蔡元培在叶教育独立议曳中指出院野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袁给
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袁完成他的人格袁于人类文化上尽一份子的责任冶遥 这一论述也阐释出大
学在完善人格和发展潜能方面的内在价值遥 人文精神作为大学文化价值的内在体现袁引导着
青年学子形成共同的精神价值和目标追求遥 大学文化不仅要鼓励成功袁也要包容失败袁让师生
能在包容性强的宽松环境下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究活动遥 如袁北京大学把野思想自由袁兼容并包冶
作为其核心精神来继承和弘扬袁清华大学则以野自强不息袁厚德载物冶来诠释自身的人文价值遥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曾说野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袁建设这个国家遥 为学袁要扎扎实实袁不可沽
名钓誉曰做事袁要公正廉洁袁不要落身后骂名遥 冶[7]可见袁清华野厚德载物冶的校训蕴含着强烈的人
文信仰袁已经成为升华为学子们心中坚守的一种信念遥

现代大学文化的精神本质在于实现人文关怀遥 大学在野传道授业解惑冶的过程中袁培育学
生独立的人格尧自由的个性尧民主的精神袁使其能够运用知识开启心智袁慰藉心灵袁实现自身
野真善美冶的和谐统一袁体现出大学文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理性和现实价值的关怀遥

二尧大学文化的育人价值

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大讨论袁也使大学越来越重视人才培
养质量和学校的内涵式发展遥 当前袁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教授专业知识和能力袁更
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责任担当意识遥 尽管大学生可通过报纸尧电视尧网络等途径
获取人文素养方面的知识袁但实践证明袁这些途径的作用相对有限遥 与此同时袁大学文化通过
课堂教学尧科研活动尧师生交流尧校歌校训等对学生成长成才发挥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遥 为
此袁发挥大学应有的文化育人价值意义重大遥

渊一冤整合世界多元文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势头迅猛袁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袁多元文化的交融尧整合袁丰富了大

学校园文化的成长土壤遥 大学在办学实践中需要以更加开放尧更为包容的视野和姿态袁积极同
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学习袁借鉴和吸收先进国家特别是一流大学的文化精髓遥 与此同时袁我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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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也要不断提升对多元文化的判断和鉴别能力袁始终立足我国民族文化尧传统文化和地方文
化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袁坚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遥

渊二冤迎接信息发展时代
信息时代中袁知识的更新呈井喷式发展袁大学生凭借网络尧信息技术等平台获取知识的途

径越来越多袁但学生自身思想修养尧道德水准尧责任意识却并未实现同步发展遥 优秀的大学文
化可以培养学生团结尧合作尧沟通尧包容的精神袁帮助他们开阔视野遥 通过了解学校历史尧办学
特色尧成功校友事迹等方式袁持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袁培养其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袁加
强对信仰尧人格尧修养尧品德的历练袁努力成为社会模范公民遥

渊三冤坚守大学学术灵魂
大学文化是大学之生命和灵魂袁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遥 作为大学的灵魂袁大学文化

以其独特魅力袁努力坚守着大学的圣洁袁并极力使大学成为社会道德的标杆袁引领社会前进的
方向遥 然而袁当前社会上唯利是图尧拜金主义尧功利主义尧市侩之风尧犬儒现象等不良风气正在
冲击和侵蚀着大学校园袁校园里呈现出一些野庸俗化冶现象遥 大学是社会之灯袁大学文化应高雅
脱俗袁引导社会价值袁规范社会行为遥 因此袁大学文化决不能随波逐流袁迷失方向遥 在育人过程
中袁要充分挖掘和弘扬大学文化袁使学生拥有先进思想尧高尚品格和高雅文化遥

渊四冤顺应人才培养需要
除注重知识传承尧人格修养外袁以育人为核心使命的大学还必须注重野人的全面而自由地

发展冶遥 大学既是文化高地袁又是科技创新基地[8]遥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袁科技创新与人文艺术密
不可分遥 科学知识的学习能够增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袁而人文艺术的熏陶则可以增强人的洞
察力尧敏锐性遥 因此袁大学建设中应注重对学生文化艺术的熏陶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袁为学生全
面发展搭建舞台袁不仅要注重学生知识技能培养袁也要注重学生的情绪发展和潜能塑造袁使学
生在知识能力匹配尧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袁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遥

三尧大学文化育人的实践启示

浙江理工大学建校历史悠久袁由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蚕学馆发展而来袁历经浙江
丝绸工学院尧浙江工程学院等更名袁至今已有近 120年的办学历史遥 在继承和发扬求知求实尧
创新创业优良传统基础上袁逐渐形成了以校训野厚德致远袁博学敦行冶尧校风野求是笃实冶为核心
的野浙理文化冶遥 野浙理文化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袁以崇尚学术尧追求真理为主要特
征袁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尧历史继承和开拓创新的有机结合遥 近年来袁浙江理工大学以
育人为中心袁不断继承尧发掘学校文化袁努力使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遥

渊一冤传承历史文化袁凝练育人理念
在学校悠久的办学历史中袁浙江理工大学在不同时期都能提出顺应时代发展尧符合国家

需要的教育理念院从蚕学馆创办者林启所倡导的野求是笃实冶的兴学救国理念袁到当今学校坚
持野学术立校尧人才强校尧特色兴校尧依法治校冶办学理念袁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办学特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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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蚕学馆时期育人理念院实业救国
甲午战争战败后袁慈禧不顾民生挪用建海军经费去建造颐和园遥 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尧为

官清正的林启毅然上书院野请罢颐和园之役袁 以苏民困冶遥 由此得罪慈禧及权贵大臣后被外放遥
调任杭州知府时袁林启发现由于技术落后袁中国蚕丝在产量和质量上均不能与日本蚕丝相抗
衡袁因而萌生了实业兴学的思想遥 他认为野就时局而言袁为中国之权利袁就王政而言袁为百姓之
生计袁就新政而言袁为本源之本源袁就浙省而言袁为切要之切要冶[9]遥 1897年袁林启筹措 36000两
纹银在杭州西湖关帝庙附近创办了蚕学馆袁其办学宗旨是野除微粒子病袁制造佳种袁精求饲育袁
改良土丝袁传授学生袁推广民间冶袁野参东西洋之新理袁互相考证袁期以兼擅众长袁保中国同有之
利袁开闾阎无穷之新机冶[10]遥可见袁野蚕学馆冶成立之初袁就把野求知求实袁振兴民族工业冶作为自身
办学理念袁注重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进行教学尧科研和社会推广袁强调兴办新学与实业救
国尧育人与服务地方经济紧密结合袁强调野技术是手段袁实用兴国是目的冶遥

2.浙江丝绸工学院时期育人理念院特色发展
1958年袁为适应丝绸工业的发展袁在杭州工业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浙江纺织专科学校袁几

经调整尧合并袁1964年由国务院批准定名为浙江丝绸工学院遥 尽管办学历经磨难袁浙江丝绸工
学院在风雨中茁壮成长袁在国家教委和省政府关心下袁全校师生团结奋斗袁致力于恢复学校优
良办学传统袁坚持丝绸纺织服装特色发展袁在全国率先创办服装专业袁注重学生基础课教学袁
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遥 学校提出了全方位尧多层次尧多形式的开展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的思路袁将思想教育与行政管理相结合袁同关心学生切身利益尧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袁正
面教育引导与利用反面教材相结合袁校内校外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遥 结合校史编写尧凝炼出野团
结尧求实尧勤奋尧进取冶的八字校风袁深入开展校风建设活动遥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在丝绸行业
作出突出贡献的教育家尧工程师遥

3.浙江理工大学的育人理念院应用导向
1999年袁教育部发文改校名为浙江工程学院遥 秉承以往办学传统袁学校坚持行业特色尧多

科发展道路遥2004年袁学校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袁拥有了更广阔的平台和发展空间遥新形势下袁
浙江理工大学秉承办学传统和优势袁坚持以工为主尧理工结合尧多学科协调发展袁在育人理念
上深入挖掘百年办学文化内涵袁弘扬野求知求实尧创新创业冶的优良办学传统袁突出野师生为本尧
特色鲜明尧服务浙江冶的定位袁坚持野规范办学尧提升质量尧培养特色尧塑造品牌冶的办学思路袁以
培养厚基础尧宽口径尧重实践尧强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袁初步构建起由人文素养尧科
学素质和工程素质教育三大课程模块袁育人体系也更趋完备遥 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尧
责任感袁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袁学校以野节尧杯尧赛冶为主线积极开展品味校园文化系列活
动袁培养学生的公德心尧责任心尧进取心尧敬畏心尧包容心袁努力使学生在校为模范学生袁毕业后
为模范公民遥 同时袁学校在坚持大众化教育基础上袁尊重学生个性差异袁注重拔尖创新人才的
培养遥 如袁学生在进校后的前五个学期拥有 5次机会可申请全校范围内转专业袁让学生能够多
元选择和发展[11]遥另外袁学校注重学生精英化教育袁在 2007年按学科大类新设立启新学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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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袁开展优秀学生培养的新尝试袁为社会发展培养急需拔尖人才遥
渊二冤挖掘育人资源袁弘扬野浙理冶文化
在近 120年的艰难办学历史中袁野浙理人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兼容并包尧融会贯通袁在人才

培养上形成了豁达大气尧包容成长的育人风格遥 强烈的野责任冶和野担当冶意识已成为全体理工
人的共同价值理念遥 学校努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生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感染学生袁
用理工精神影响学生袁以豁达大气的校园文化塑造学生遥

1.加强校情校史教育
学校始终注重野理工精神冶的凝炼与传承袁浙江理工大学培养了郑辟疆尧朱新予尧查济民尧都

锦生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袁他们矢志不渝尧求实创新的精神不仅实现了实业兴国的理想袁充
实了学校野求是笃实尧创新创业冶的大学精神[12]遥 学校不仅深入挖掘如校史钩沉尧网上校史馆等
校史材料袁全面整理学校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袁还通过广播台尧微信尧微博尧校报尧野博远文化宣
讲团冶新媒体尧新技术等方式袁广泛深入地向师生宣传校史尧校风尧校训尧校歌袁逐步建立起面向
全体师生的校史校情教育长效机制袁形成了自觉的野浙理冶文化生态遥

2.拓展校园人文环境
学校跨世纪的办学历史袁曾聚汇和培养了以史量才尧林白水尧夏衍等为代表报业先驱和社

会精英遥这些名人事迹成为学校进行革命传统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遥值得注意的是袁近
年来袁学校致力于发展野校友与母校相互支持尧共同发展冶的校友文化袁先后建设了以著名校友尧
学者塑像为主体的雕塑文化群袁增加校园宣传橱窗尧教学楼宣传区等文化内容袁提升了校园建
筑群文化品味袁增强了学术气息遥 学生们通过浏览尧聆听前辈们的先进事迹袁自觉传承野浙理精
神冶和野浙理文化冶遥

3.推进实践文化建设
新时期袁学校秉承野知性合一冶的办学传统袁强化实践育人特色袁围绕人才培养主旋律袁认真

探索文化品牌育人实践活动遥积极推进野一院一品冶建设袁着力培育大学生厚德博学尧豁达乐观尧
积极上进的人文情怀遥 近年来袁学校先后培育了野感恩窑成长冶尧野T台文化冶尧野耶四室爷渊成才咨询
室尧心理咨询室尧党团活动室尧社团活动室冤进公寓冶尧民族文化节尧心理情景剧大赛等一批校园
文化品牌袁其中野传承窑创新窑致远要要要浙江理工大学耶T台文化爷特色育人冶荣获全国高校校园
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三等奖遥 特色鲜明尧品质较高尧参与面较广的校园品牌文化建设活动袁充分
发挥了对学生情操的陶冶尧行为的示范作用[13-14]遥 有理想尧有智慧尧有责任尧懂感恩尧敢担当的校
园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形成了以追求真知尧崇尚理性的精神追求遥

渊三冤加强野浙理冶文化建设袁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
1.树立野全面发展冶的育人理念
挖掘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潜力是大学的责任和义务遥全面发展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智力因

素袁也要关注他们的情商发展曰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袁也要关注个体差异曰统筹兼顾优秀
学生和一般学生的发展袁更要关注身处逆境学生的发展需求遥 浙江理工大学始终注重学生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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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持续发展袁在对学生进行知识尧技能传承的过程中袁不断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尧诚信与
感恩意识尧公民意识教育袁使学生努力成长为懂感恩尧有理想尧有责任尧有信念尧有知识的人才遥

2.实施野全员育人冶的育人机制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中心工作遥 大学中的每个教职员工都会通过课堂教学尧管理与服务等

方式影响着学生遥 浙江理工大学一直强调教师不仅要具有渊博的学识尧娴熟的教学技能袁还要
拥有对学生的大爱之心和宽容之心遥 学校不断强化野全员育人冶的主体意识袁在教师职称评定
和业绩考核中袁把是否具有学生工作经历尧是否具有育人成果等作为重要参考依据袁设立了
野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冶尧野大学生成长导师结对制冶尧野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听课制冶 等激励机制袁
形成了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环境遥

3.完善野全方位服务冶的育人体系
学校努力构建教书育人尧管理育人尧服务育人有机结合的育人体系遥 众所周知袁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不仅要善于调动教师主体的工作主动性袁激发教师的主人翁意识袁还要围绕教师的
需求努力搭建发展平台袁为师生满足自身需求创造条件[15]遥 首先袁学校围绕野全方位服务冶育人
体系袁积极探索野党委领导尧校长负责尧教授治学尧民主管理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袁努力实施和推
进叶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实施方案曳和叶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曳等改革袁完善学
校治理结构遥 其次袁学校加强对教职工代表大会尧学生代表大会等民主参与组织机构的管理袁
进一步提升一线教师尧学科带头人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中的比重袁充分发挥学校咨询专家委员
会尧学术评议机构参与学校发展规划的咨询和论证的作用袁切实赋予师生民主管理权力袁努力
为师生的利益诉求搭建平台遥 加强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建设袁厘清职责袁明确目标袁严肃纪律袁严
格考核等遥 最后袁学校近期还实施了机关效能建设袁实行 A/B岗负责制尧首问责任制尧限时办结
制等袁认真转变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袁努力为师生提供满意度高尧便捷性强的服务遥

四尧结 语

大学文化是大学结合时代尧民族和国家的形势袁根据自身办学传统与特色袁通过长时间凝
练尧具有较强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精神遥 为适应和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袁大学
文化不仅要注重培养责任担任精神尧求真探索精神和人文包容精神袁更要在开放性尧先进性尧
包容性尧多元性尧创新性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袁在世界多元文化和信息时代中既坚守大学学术
灵魂袁又顺应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遥 大学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育人文化袁文化育人也是大学进
行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遥 大学文化通过课堂教学尧科研活动尧师生交流尧校歌校训等对学生成
长成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遥 因此袁要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袁积极探索有效的实现路
径遥浙江理工大学在近 120年的办学历史中袁育人理念从实业救国到特色发展袁再到应用导向袁
充分挖掘文化育人资源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袁包括加强校情校史教育袁拓展校园人文环境袁推
进实践文化建设遥 同时袁学校创造性地构建了全方位文化育人模式袁即树立野全面发展冶的育人
理念曰实施野全员育人冶的育人机制曰完善野全方位服务冶的育人体系遥 面对社会经济新常态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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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University Culture
SHEN Ting, ZHEN Yueqiao, ZHU Ruhua

(Research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culture embodies a university爷s trad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thos in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which has a highly targeted and practical guide. Good university culture would not only serv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era, but also contribute
to sticking to the university spirit and complying with the demands of talent cultivation. To face the new
normal in China, university culture should become more open, advanced, inclusive, diverse and innovative. In
addition, university culture inherently includes responsibility, upright and truth -seeking, humanism and
inclusiveness. As is known to all, talent culti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a university, so educational
function is the central func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University students could be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by
their university culture via classroom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teacher-student communication,
even the school song and school motto, etc. Therefore, it is advisable to make use of university culture爷s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path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Zhejiang Sci -Tech University summarizes the cultivation concepts during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fully excavates its cult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culture.
Meanwhile, the university creativel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educational model, including setting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野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冶,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model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野full service冶.

Key words: culture; university culture; university spiri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model; practice
inspirations

国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袁敢于创新袁积极实践袁不断挖掘学校文化资源袁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育
人功能袁为新时期人才培养和高校内涵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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