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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区别于国外文化形态的三个重要维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

大学文化是由大学道德、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等核心内容构成。我们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三个维度出发，形成以传统文脉为深厚底蕴的大学道德、以革命理想为持久力量的大学理

念、以砥砺奋进为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建设中国特色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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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大学校园生活与实践活动

中形成的群体精神及其所附载体，而大学人的群体

精神是由大学人在大学校园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形成

的大学道德、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构成。 [1]（P156）可以

说，大学道德、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是互为贯通、相互

支撑的有机统一体，共同构成大学文化的核心内

容。其中，大学道德主要指向一种保障与调节，大学

理念主要指向一种理想与模式，大学精神主要指向

一种状态与动力。中国特色大学文化脱胎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2]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共同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也为我

国大学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形成了

我国大学独有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

2018年 8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

意见》指出：“立足办学传统和现实定位，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中华优秀教育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具有时代精神、风格鲜明

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入教材、课程、

课堂等各环节，贯穿到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落

实到宣传部、学工处、团委等各部门具体工作之中，

开展国学经典、党史国史、主流价值的教育与实践，

在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红

色力量的革命文化和积聚主流价值的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中吮营养、吐芬芳，构建具有时代精神、风格鲜

明的中国特色大学文化。

一、构建以传统文脉为深厚底蕴的大学道德

历经几千年孕育、变迁、融合和迭代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人类璀璨夺目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标识，铸就

了中华民族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

伦理道德和品格修养，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

理准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品格，“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道德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浩然正气等等。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是

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来涵养中国特色

大学文化，让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扎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中，构建以传统文脉为深厚底蕴

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

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的三个维度

□ 蔡红生 胡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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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以传统文脉为深厚底蕴的道德体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是一种强调德性的文化

体系。我国大学的道德体系建设无论是改革开放后

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作

为学校培养目标，还是新时代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根本任务、学校立身之本，都是对中华传统德性文

化的进一步提炼。高校要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伦理思想，自强不息、

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敬亲等传统美

德以及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

道德规范等融入大学的道德体系构建中，不断丰富

和完善大学的道德体系。

2. 构建以传统文脉为深厚底蕴的道德教育。在

大学校园里，要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办学、

治学、兴学氛围，让“尊师重教”的风俗、“见贤思齐”

的风尚、“诲人不倦”的风气弥漫在大学校园的每个

角落，让“厚德载物”的胸襟、“崇德向善”的操守、“德

才兼备”的标准成为大学人不懈努力的追求。要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开展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教育，持续开展爱校

荣校教育，持续开展榜样模范教育等等，引导大学人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3. 构建以传统文脉为深厚底蕴的道德实践。大

学生的“第二课堂”是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是对课

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也是实施道德实践的重要载

体。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第二课堂”，以教

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积极开展

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道德实践活动，着力培养大学

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把大学生的道德实践与志愿服

务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大学生去敬老院、孤儿院、特

殊教育学校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大学生通过

丰富多彩的系列道德实践活动，把道德教育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实现知行合一。

二、构建以革命理想为持久力量的大学理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孕育了以救亡

图存、民族复兴为主题的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缔

造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

柏坡精神等，锤炼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伟大民族

精神。红色革命文化秉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和崇高理想，激励人们始

终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建设中国特色大学文化，

要承继红色革命文化传统，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树立以革命理想为持

久力量的使命观、发展观和育人观。

1. 树立以革命理想为持久力量的使命观。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更是建设

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和政府主要教育官员必须

政治上强，能够自觉地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

第一位。[3]（P129）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

大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毋庸置疑，是否坚持党的领

导，是检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标尺。我国大学必

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高校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引导大学人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共产主

义信仰，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自觉

担负起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神圣使命。

2. 树立以革命理想为持久力量的发展观。马克

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思想旗帜，决定了中

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的性质，确保了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马克思主义如同“铁轨”匡正我国

高等教育沿着社会主义大学的正确轨道前行。要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主

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抵制各种不良文化思潮的侵

袭，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万花筒”中找准定位，避免迷

失方向。我们要擎举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旗帜，积

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积极建立现代大学

治理体系，遵循从外延式到内涵式以提高教育质量

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3. 树立以革命理想为持久力量的育人观。学

习、研究和传播革命文化，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

可以通过开设红色课堂、举办红色研讨会、开展红色

体验活动等，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微媒体，以图文

并茂、音视同行的呈现形式来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

色星火，增强革命文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感染力。

“革命理想高于天”，要继承红色精神谱系的革命文

化，以革命理想引导大学生，以革命事迹激励大学

生，把大学生个人理想信念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之中，培育大学生成为有理想的筑梦人、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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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追梦人和有担当的圆梦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要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

伟大成就，深化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培养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三、培育以砥砺奋进为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华民族

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锻造和升华，涌现了诸如雷锋

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中，

诞生了新的创业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

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

奥运精神、黄大年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它象征着时代符号、表达着时代内容、彰显着时

代活力，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主流价值观。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大

学文化伴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与迭代，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能够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重要补给。因此，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建设

与发展，需要培育以砥砺奋进为时代特征的自由精

神、科学与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

1. 培育以砥砺奋进为时代特征的自由精神。大

学的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精髓，主要有办学的自

由、教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在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效仿了苏联教育模

式。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

高等教育领域里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弊端

日显，难以适应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学办学自主权得到进一步扩

大，学术自由得到进一步彰显，教授治学得到进一步

推进，民主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还需要加强

高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代会

等各种委员会和领导小组开展民主管理、教学活动

和学术活动的自由权，充分发挥教职工在拥有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上的积极作用。在“学术无禁

区，课堂有纪律”的原则下，让各种思想、观点相互碰

撞、相互交融，为大学人营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自由新气象。

2. 培育以砥砺奋进为时代特征的科学与人文精

神。科学精神注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而人文精神

则注重求善尚美、健全人格。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

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把它们融入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强调“通识教育”，完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基地建设，优化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工程，大

力培养综合素质人才。习近平在 2014年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

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4]（P2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核心要义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也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取得社会

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要大力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广泛宣传学习以郭永怀、黄大年、李保

国、南仁东、钟扬等为代表的挺起新时代精神脊梁的

优秀文化科技工作者。

3. 培育以砥砺奋进为时代特征的创新精神。创

新是一种伟大的时代精神。大学是国家知识创新的

重要力量，在弘扬创新精神中与国家同向同行，并在

创新驱动中起着引领作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综

合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近几年，“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高涨，各个大学争先成立了

创新创业学院，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创新创业教育，大

学刮起创新创业之风，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澎湃。

要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

激发大学生创业意识，训练大学生创新思维，培育大

学生自信、勤奋、冒险、诚信、合作、务实等企业家精

神，让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不断实现自我、提升自

我、突破自我。要打造国家、社会、学校“三位一体”

的实践创新平台，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提供

力量支撑，为国家产出更多的创新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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