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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院系学生文化内核建设探析 
——以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文化内核建设为例 

□龚  漪  赵璧全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是人才培养的两大主要内容。中国经管人才

的培养已经从模式趋同向模式创新转变。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文化内核建设从学生文化内

核建设的角度，探讨管理人才培养中能力和素质提升模式，来说明人才文化内核的塑造对于人才培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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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中央在十八大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

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育人为本，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是当代研究性大学人才培养的主旨。而

培养中国企业界，特别是IT领域的管理人才是电子

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称经管学院，下同）

人才培养的使命。 
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是

高校人才培养的两大主要内容。要做好这两项工作，

对于研究性大学的院系学生工作而言，必须由行政

硬性管理向全面开发人的潜力的柔性管理过渡，建

立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文化建设为基本管理思维的

新的学生工作理念。 
（一）建设学生文化内核是特色化、差异化学

生培养的需要 
很多研究表明，隐藏在学生巨大成功背后的，

主要不是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而是对学生文化建设

的重视和学生文化成功的运用。谁能在人才培养中

找到最佳方式，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最佳优势[1]，

因为学生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组织的综合优势才

能得到最大的体现。因此，国内外研究性高校大学

生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种特质，这个特质就

是每一个学校、学院在学生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和

学生外显于世的独特的标签。这个特质就是学生的

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软实力，建立学生

的品牌。不同学校、学院的学生差距反映出的就是

学校、学院给予学生的文化风格上的不同。 
（二）建设学生文化内核是保证实现培养目标

的内在驱动力 
学生文化内核建设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有机组

成部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文化内核的建立便于提高学生的识别度和认同度，

深刻影响学生的行为规范，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为

社会服务。文化内核建设将学生作为一个“组织人”

看待，以其应有的整体修养和处世行为加以塑造和

培养，以观念的形式、非计划和非理性的因素来调

整组织成员的行为，使组织成员能够以更有效的方

式进行协调工作，实现组织群体目标。 
（三）建设学生文化内核是整合多样化学生的

集约力量 
大学的使命就是由师生一起共同完成一个明确

而清晰的愿景，而且希望这样的愿景能使各层级人

员所认同，这就是组织目标的共享性。而另一方面，

大学中的学生具有多样性，他们的知识层级、能力、

价值观都可能不一样，目标的共享性与学生的多样

性二者存在不一致[2]。解决这种不一致可以使用非

人格化的制度和规则来约束学生的情感和行为，但

是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的高校来说，学生对自主性

的要求越来越高，约束学生的情感和行为更应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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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的文化角度入手，对学生进行文化内核的塑造

就可以整合学生的内聚力。 
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是

人才培养的两大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开展经管

学生的文化内涵建设活动，旨在增加学生培养的厚

度，提升学生培养的高度，促进学生的知识构建、

能力提升、文化底蕴三方面协调发展。 

二、相关文献综述 

纵观现有研究，校园文化建设的存在形态可划

分为三类：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

精神文化是中心内容，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则是保

障文化内核实施的主要方式。冯天瑜先生从文化形

态学的角度，从外而内，将文化分为由人类加工自

然创制的各种器物的“物态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

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

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面”和由人类在

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氤氲化育出来价值观

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题因素构成的“心态

文化层”。其中心态文化层是最核心的部分[3]。我们

今天所指的文化内核是聚中于精神文化中的灵魂和

深层内容，是一种价值观、观念和氛围的具体体现。

学生文化内核一方面是我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精

神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学生在价值理念、行为方式

和风格面貌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

文化现象。 
学院文化建设研究是目前校园文化研究中新兴

的内容和方向。一方面有的专家和学者从学院文化

的架构的层面探讨学院文化的内涵和做法以及学院

文化建设对学院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影响和作用[4～5]，

这个做法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内

容，同时可以使常人看来虚化的文化在基层得到落

实和实践，使文化落地。也有国内外专家从企业制

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组织文化建设与企业组织控制

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组织控制来说，文化是与制度

相对应的[2]。一方面文化的建设是为了弥补组织控

制中的制度悖论，同时文化建设的实施还是需要制

度作为保障。Barker以一家美国企业中自我管理的

生产团队为例，揭示了团队如何逐渐将共识、价值

观等文化变成“制度”的机制和过程[6]。而文化建

设的制度保障主要以柔性协调和心理引导为特征的

组织文化体现。 
而对于商学院教育的研究也是目前高教研究中

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质疑本科阶

段设置商科专业的价值。最大的质疑在于：本科阶

段的商科学习太过于关注具体细节，未能通过文化

的手段，来帮助学生充分发展其独立判断和思考的

能力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技巧[7]。企业指出，他们

需要的是思想灵活的人，应聘者应该具备独到的见

解、且通过接触各种学科领域而掌握了广博的知识。

这些质疑和希望激发起了对商学院教育的重新思

考，对人才培养底蕴的重新认识，必须要构建核心

价值观。 
对商学院教育价值的审视使商学院对自身价值

观、愿景、使命等宏观战略的重新思考迫在眉睫。

但是目前学院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关注于学院层

面，即从学院文化架构的主体性角色入手，这些特

征决定了一个学院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还没有从学

院文化受众方向入手，即学生入手，也就是为了契

合我们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我们学生的水平、境界

和品味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对于学院文化的探索

与实践就是将文化内核与学生受众结合起来，探讨

学生文化内核的建立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和作用，同

时重视学生文化内核的建设是学生管理理念的又一

次深刻变革。我们对于学生文化建设的研究更倾 
向于文化内核的概念和内涵以及文化内核建设的 
途径。 

三、经管学院学生文化内核阐述与实施 

（一）经管学院学生文化内核的阐述 
1．学生文化内核是学院在发展成长过程中逐步

形成的 
文化不是空降的，特别是文化内核的建设更需

要以历史积淀为基础，并更符合院系特点，是传承

中的创新。学院的学生发展会受到学生文化的影响，

同时学生又在创造历史和文化，在学生文化内核建

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种积淀不仅仅在组织内部

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在组织外产生影响。

我们所探讨的学生文化内核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学生

文化现象，在整个学生文化系统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他表现为一种群体意识，表现在高校学生成员的共

同价值观、道德准则和情感气质中，通过历届学生

的传承，并通过组织活动显现于外[8]。 
2．学生文化内核围绕学校和学院的核心价值体

系展开 
环境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主要从一般环境和任务

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学生文化内核面临的一般环境

包括大学的精神和功能等，任务环境指各个学院面

临的培养目标、所涉研究领域等等。大学的功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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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育人为本、知识创造、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大学精神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创造精神、批判精

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等几个方面。这是区别于其他社

会组织的主要标志，学生文化内核建设首先要反映

大学精神的特殊内涵[9]。 
学院核心价值观是大学精神的丰富和拓展，是

不同于其他学校和学院的特殊性所在，是一个学院

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比如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的

学院价值观是求实、明道、创新、大为，体现了商

学院自己独特的精神和理念。根植中国情境，融贯

全球视野，致力于技术创新与管理变革融合的知识

创造，培养商界特别是IT及其应用领域具有创造力

和社会责任的经济管理英才，促进社会普享技术文

明之福祉，这是学院发展的使命。学生文化内核同

时也要打上学院个性的烙印。 
基于成电精神和学院的价值观，我们凝练了经

管学生的文化内核——学术、视野、责任，并通过

聚类分析，形成“学术创新、追求真理”、“视野拓

展、兼容并取”、“责任担当、回馈社会”三个方面

的具体内容，也成为学院文化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3．学生文化内核的结构内容及特征 
“学术创新、追求真理”。大学使命的核心是追

求学术、创造知识，大学中主要的活动是知识传授

和知识创造活动，知识活动和学术文化就如大学的

土壤和空气，萦绕在整个大学的环境中，这种氛围

有力地促进创新和进步，而突出创新的主题和特征，

学术文化才能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作为研究

性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学术性是高校文化中最显著

和最有区别性的特征，决定了学生的发展的基础和

高度。 
“视野拓展、兼容并取”。大学要注重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作为商学院的学生应该具

有一种开放包容姿态、思维和气度，打破局域壁垒，

积极参与多元化、跨文化的交流是学生应该具备的

能力和素质元素，它决定了学生发展的宽度和平台。 
“责任担当、回馈社会”。责任担当是高校管理

中推崇的道德教育的信息，作为商学院的学生应该

具有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和胸襟。回馈社会

是高校德育教育的典型体现，责任意识决定了学生

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学术、视野、责任”三者互相联系、相辅相

成，形成一个有序的结构，他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

代表经管特色的学院学生文化品味的文化区域，见

图1。首先，学生文化内涵整体效应带有很强的渗透

性，会渗透到学生的学习、活动、工作和生活中，

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精神品质会有明显的

经管符号。其次，学生文化内涵具有系统性，学生

文化内核呈现出“学术、视野、责任”多元的系统

结构，包括了文化中的智能、观念和素质三种类型，

这是我们对人才要求内涵的丰富性决定的，在这些

支点上又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分支，这些分支围

绕着最核心的价值体系展开，形成内容丰富而核心

统一的系统体现。第三，文化内核趋于稳定性，即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政策、措施等固化下来，在

实际中培养，在实践中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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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经管学院学生文化内涵结构图 

（二）经管学院学生文化内核实施途径 
“如果说在工业经济中文化是一种潜在的生产

力，那么在知识经济中，它就是一种现实生产力”。

文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一定文化环

境、条件的创设，具体的实施，进而对学生产生影

响来完成的[10]。“学术创新、追求真理”、“视野拓

展、兼容并取”、“责任担当、回馈社会”的精神落

地，必须依靠具体的事物和活动来完成。在具体实

施中我们以讲座论坛、国际化交流和爱心基金为载

体，让学生在学习中明道、在交流中明道、在实践

中明道，塑造学生的文化内涵。 
1．开展精品化、高端化、系列化、主题化及多

形式的讲座活动，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丰富学生

科学文化素养，激发学生追求真理的激情 
三年来，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整合业界和学

界优质资源，邀请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

尔教授、皮萨里德斯教授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为

学生开设近200场讲座，各系、研究所举办“供应链

与服务管理系列前沿讲座”、“论商·问道论坛”等

系列讲座，还结合时事热点，进行“EMBA高端论

坛”、“MBA高峰论坛”，所设的活动体现出了较强

的专业特色，也有很高的品质，各种讲座、论坛不

仅营造了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也陶冶了学生的人

文情操，进而升华了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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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广覆盖的国际化交流

活动，努力搭建学生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提升学

生跨文化能力、使学生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 
三年来，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投入专项经费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国际文

化交流活动，各类国际化交流项目达26项，有1/3多
的学生有出国经历，足迹遍布了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香港等12个国家和地区，参观访问

国际知名高校37所；连续4年在暑期举办英语夏令

营，吸引了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全球著名

高校的学生到电子科技大学进行文化交流。这些实

质性的做法培养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

取主动的高级管理人才。 
3．开展重实践、献爱心、设基金等社会公益活

动，以点带面，由小到大，培养学生的爱心责任 
意识 

每年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都组织学生参加到

各类企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并在活动中突出

一个“公”字，鼓励学生回馈社会、回馈学校。学

生也成立爱心基金，自发开展丰富多样的志愿者活

动——“MBA长期资助海里小学”、“微学院”、“爱

心1+1”活动等，这些活动激发起了学生的责任意识

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综上所述，学生参与到各项活动中是受学生文

化内核的引导与制约的，而他们在其中所表现出来

的行为方式是在有特色的学生文化内核的指导下的

特色行为，是学院精神、价值观的体现。同时学生

文化内核通过具体的实施来传达与表现并发挥作

用，学生文化内涵的影响力也随着活动的开展逐步

彰显。 
（三）学生文化内涵建设活动的作用及成效 
1．学生文化内涵活动的作用 
对于文化建设的受众学生而言，学生文化内核

的作用体现在对他们发展的导向、凝聚和约束作 
用[9]。1）学生文化内涵建设的导向作用：对学生的

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起到引导作用，使之符合学校

目标的需要，并且通过精神激励，使学生从内心产

生一种高昂的激情和奋发进取精神，自己与学校一

致；2）学生文化内涵建设的凝聚作用：文化内核被

学生所接受认可，便成为一种黏合剂，使学生产生

巨大的向心力和聚合力；3）学生文化内涵建设的约

束作用：学生文化内核对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行为

产生一种从众化的群体心理压力和自我控制行为。 
这几年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复合实验班受到

了社会上的良好评价，就是因为把“学术创新、追

求真理”、“视野拓展、兼容并取”、“责任担当、回

馈社会”作为学生培养模块的核心内容，并使之对

学生的态度、行为施加影响，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素

质提升。 
2．文化内涵建设活动的成效 
经过三年的沉淀和积累，文化内涵建设已成为

经管学院各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和环节。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报告会为代表的

讲座已经成为电子科技大学关注度和参与度最高的

学术交流活动。广泛的国际交流，使经管学院学生

得到国外高校的高度认可，高校纷纷向他们发出深

造邀请。实验班出国深造比例维持较高水平，比电

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原管理类专业高出15%，比全

校平均水平高出10%，为同年级所有学院中最高。

学生履行社会责任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很多报纸

和媒体争相进行相关宣传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学生对学院的认同度不

断提高，与学院之间的情感升华。同时，经管学院

学生文化内涵的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模式和体系已受

到兄弟院校的关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纷纷到电子科技大学经

管学院进行调研和学习。电子科技大学经管学院也

就该活动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国内著名高校进行宣讲，引起强烈兴趣。  

四、结语 

人才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同背景、不

同个性、不同禀赋的大学生汇集在一起的向上追求

是我们构建文化内核的源泉，文化内核又成为学生

发展的灵魂和动力。学生文化内核构建对于经管学

院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

们还要进一步凝练具体内涵，进一步创新与探索文

化内涵的实施方式，使之更加贴近大学精神、学院

愿景以及学生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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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students and promo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are 
two major parts of talent training. In China, the training model for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talent has been 
changed from the similarity to the innovation.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 of shaping students’ talent cultural core on 
their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 of UESTC as an example, from the view of building students’ cultural core, to discuss the model of 
improving students’ capacities and qualities in cultivating the management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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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rmingham School has been strongly focused on owing to its unique academic study and valuable 

pursuit by scholars. This paper is to emphatically penetrate into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ts features of Hall’s 
paradigms in Birmingham School, examine its influence and value towards Birmingham School, and thoroughly 
offer epistemological space and perspective by reflecting Birmingham School based on the clue of Birmingham 
School’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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