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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
“

文化白身的情感因素
” 、 “

制度规范下
,

情感渗透的必要性
” 、 “ “

立人
”

目标对情

感的规定性
” 、 “

校园文化建设呼唤情感介人和参与
”

等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

论述了校园文化中的情感因素

【关键词 ] 校园文化 ; 情感因素 ; 情感渗透

[中图分类号」〔并。沥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1 6 7 2
一

8 8 74 (2印5 ) 0 2
一

00 2 7
一

0 3

提到校园文化
,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中各种

各样的文化活动
—

增强身体素质的体育活动
、

休

闲娱乐的文艺活动以及增思益智的学术活动
,

在这

所有的活动中
,

似乎情感作为抽象概念是无法与这

些具体的
、

可操作的活动形式相提并论的
。

然而
,

当我们真正地从研究的角度去分解校园文化的构成

时
,

我们才惊奇的发现
,

情感是校园文化中无处不

在的因素
,

它的意义不仅标志着校园文化进行的广

泛性
,

而且也标志着校园文化的深人程度
。

一
、

文化自身的情感因素

文化对于个人来说是由知识积累升华而成的一

种修养
,

是渗透在人的具体行为中的知识倾向和理

念
。

因此
,

文化是在知 识积 累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

的
,

但又绝不仅仅是知识堆积
,

文化是一种综合性

的
、

有着丰富内涵的多种因素的汇集
、

融合
,

其中

情感的因素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

尤其是在校园

文化中
,

这种情感表现得尤为突出
。

1
.

情感既是校 园文化的载体又是 校园文化的

具体 内容
。

校园文化是情感倾向十分鲜明的文化
,

在那里
,

对于文化的认同机制来源于情感因素
,

文

化的有效传播依然无法脱开情感因素
。

我们无法想

象一种对于学生毫无兴趣可言的文化内容或形式
,

会被学生普遍地认可 ; 我们也无法想象在学生们普

遍倾心的文化面前
,

能被我们的规定甚至制度所禁

绝
。

无论在什么情境中进行文化建设
,

首先面临的

问题是文化选择的问题
,

这种选择既包含校园文化

设计者在文化总体设计中的选择
,

同时更包含校园

文化主体
—

学生 的选择
,

而学生选择的一个重要

标准就是情感的接纳程度
。

作为主体的学生如果在

情感上持拒绝的态度
,

那么
,

校园文化的设计者有

再高明的想法也不能落到实处
。

只有获得学生在情

感上认同并受到感动的文化内容及他们所喜爱的文

化形式
,

才能够在学生中间传播开来
,

否则学生以

抵触的情感进行有意无意间的拒绝
,

这种文化内容

或形式很快就会失去了它的价值
。

因此
,

校园文化

设计者在校园文化的总体设计中
,

要尽量避免高高

在上的空洞的文化理论
、

不适宜的说教色彩
,

而是

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

设计出符合他们的情感需

求
,

能够满足精神需要的内容和形式
。

将情感作为

载体
,

把文化内容通过这个载体传输到学生生活的

各个方面
。

作为载体和进行有效传播的尺度的情

感
,

又同时是校园文化的内容
,

也就是说情感是文

化的一部分
,

情感教育也是文化教育
。

没有文化的

情感是不存在 的
,

没有情感的文化同样 是不存在

的
,

情感文化在总体文化中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

是

不可缺少的
,

因此
,

作为文化内容重要组成部分的

情感
,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

绝不可单纯地以文化载

体的面貌去认识
,

还必须作为一个不可缺少 的内

容
。

2
.

情感是 由知识提升 为文化的中介
。

文化是

由知识的累积作为基础的
,

但单纯的知识积累是无

法变成文化修养的
,

我们在理论中常常提到有知

识
、

没有文化
,

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

这种情况出现

的原因就在于
,

知识的积累没有获得充分的
、

个性

化的吸收和融解
,

知识始终以吸收时的原生态存放

在记忆里
,

由于没有提升为知识积累者的文化修

养
,

所以原有的知识没有获得合乎情理的发展和改

变
,

也就不可能在运用中获得发挥和创造
,

这种知

识的积累由于没有能够提升为文化修养而在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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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值
,

因此要提高知识积累的效率就必须把它有

效地提升为文化修养
,

而起关键性作用的中介
,

就

是情感
,

只有用情感对积累的知识进行选择
,

才能

获得长久的记忆
,

只有用情感对知识进行分解
,

才

能将僵死的知识活化到自己的修养当中
,

只有用情

感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
,

才能通过行为细节的显露

达到人格的提升
。

因此
,

情感作为中介是消除有知

识
、

没文化状况从而把知识积累提升为文化修养的

重要途径
。

文化自身的情感因素既表现在人们对文化认同

传播离不开情感的标准
,

同时将知识提升为文化的

过程也无法离开情感的中介
。

文化内涵
。

制度文化的内涵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

诸

如对于文化建设目标在各种制度中的渗透
,

制度的

文化规范等等
。

在制度文化中尤其要表现出情感因

素
,

特别是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制度
,

如果缺乏这

种情感因素
,

那么这个制度本身就暗含着对制度规

定的否定
。

因此
,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

情感作为文

化内容
,

制度作为文化建设的形式
,

都是不能缺少

的
。

三
、 “

立人
”

目标对情感的规定性

二
、

制度规范下
,

情感渗透的必要性

校园文化建设以制度 的形式进行硬性 的规定
,

是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
,

但制度的规定性特点
,

又

与文化多形态自由性特点相互矛盾
,

如果单纯地以

制度的规范去进行校园文化建设
,

不仅极大地萎缩

了校园文化的丰富性内涵
,

而且文化认可和传播的

情感标准也会使文化建设无法有效地进行
。

因此
,

制度规范下
,

情感渗透是校园文化的必然选择
。

高

校学生由于缺少社会阅历
,

因而也就缺少将课本学

到的知识提升为理性理解的契机
,

而青春期的好

奇
、

热情又使他们的感性十分丰富
。

前些年高校校

园中普遍存在的汪国真热
,

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

点
,

对于从校园到校园的学生来说
,

汪国真诗中的

那些轻淡的哀愁
,

正适合他们在青春期成长的苦

恼
,

那种浅淡的哲理也正适应了他们涉世未深的经

历
,

这是一个极好的案例
。

制度的规范是必须的
,

它是校 园文化建设中整体方向的问题
,

但如果单纯

地用一些生硬的规定来规范整个校园文化建设
,

又

有着许许多多的弊端
,

我们倡导的要 以学生具体情

况来设计校园文化建设的规划
,

其中就包含了要打

破制度僵死规定的内容
。

否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
: 因为学生情感选择的文化内容与制度规范相互

矛盾而使制度的规定失去意义
,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

的出现
,

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
,

在制度的规范

下
,

必须要有情感的渗透
,

这里
,

一方面要求在制

度制订的过程中要为情感选择和渗透留下充足的空

间
,

也就是说
,

制度应作为一个框架
,

框架内的空

白
,

要通过情感渗透来填充
,

没有情感的参与将永

远无法显示出文化的活性
。

同时
,

缺乏情感的制度

是缺乏文化内涵的制度
。

我们反复强调规章制度的

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而针对

校园文化建设的规章制度
,

则应该要求其有更高的

教育的终极 目的是
“

立人
” ,

学校 教育是为
“

立人
”

奠定坚实的基础
,

而在
“

立人
”

目标中
,

情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缺少情感
,

使你无法

成为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

缺少情感更无法构筑

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目标
,

因此
,

校 园文化建设渗

透情感内涵是
“

立人
”

目标的规定
。

1
.

情感因素是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 内容
。

所

谓
“

立人
”

的目标
,

是通过文化教育和熏陶
,

使学

生成为具有丰富感情和健全人格的人
,

达成这样的

目标一方面要通过学业教育知识熏陶使之成为具有

丰富知识的人
,

另一方面还必须要通过文化教育和

熏陶使之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人
。 “

立人
”

的 目标

是一项综合性的指标
,

缺少任何一方面的内容都无

法实现
,

尤其是情感因素对上述两方面的内容具有

决定性作用
,

没有情感就无法对知识产生兴趣
,

也

就无法在求知中进行全身心的投人获得最大收效
,

缺少感情因素对事物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
,

会在长

期的自我封闭中进一步钝化感情的兴趣
,

无法形成

健全的人格
,

因此
“

立人
”

目标要达成的塑造健全

人格的要求
,

规定了校园文化建设中情感参与的必

然性
。

2
.

宏大的 目标缘于情感的诱导
。

大学时代正

是价值观和人生观逐渐确立并走向完成的阶段
,

人

生的理想源于人对理想的激情
,

顽强的奋斗缘于对

目标的执着
,

缺少感情我们可能对任何事物无动于

衷
,

饱含感情我们可 以为自己向往的 目标舍生忘

死
。

感情在人生 目标选择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

正

是我们要完成教育终极 目的
—

“

立人
”

所必须高

度重视的
,

在
“

立人
”

目标实施的过程中
,

我们用

了太多的说教
,

这些说教可能在以各种方式在不断

重复
,

成为自我否定的因素
,

因此
, “

润物细无声
”

的情感诱导既是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文化方式
,

同

时也是
“

立人
”

目标的文化性规定
,

其实在为实现
“

立人
”

目标奠定基础的过程中
,

学生的学习动力
、

信心以及文化修养的积累也都不可能离开情感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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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有了这个基础
,

才逐渐

形成远大的目标
。

因此
,

情感的渗透和参与是
“

立

人
”

目标实现不可缺少的环节
。

四
、

校园文化建设呼唤情感介入和参与

情感既是校园文化的载体
,

同时也是校园文化

的具体内容
。

因此
,

没有情感参与
,

校园文化缺少

载体无法顺利进行
,

没有情感参与
,

校园文化具体

项目贫乏
,

显得不够完整
,

因此
,

从两方面说来
,

校园文化建设呼唤情感的介人和参与
。

1
.

情感是激发文化兴趣的先决条件
。

校 园文

化建设有许多需要探索的问题
,

尤其是高职院校
,

才刚刚起步
,

由于高职学生文化水平普遍偏低
,

因

而在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时
,

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如

何提高学生对文化兴趣的问题
,

尤其是对高雅文化

的兴趣问题
,

通过调查分析
,

我们感到最主要 的原

因就是情感问题
,

由于情感上的隔阂使他们无法对

校园文化的一些内容产生兴趣
,

在漠视中予 以拒

绝
,

因此
,

要唤起学生对校园文化的兴趣
,

首先要

培养他们对文化的情感
,

以情感的方式培养情感
,

使学生逐渐由拒绝到接纳
,

由认可到兴趣
,

由喜好

到倾心
,

从而完成校园文化教育最艰难的起步
。

2
.

校园文化现状需要情感的介入
。

目前
,

高

校校园缺少文化氛围
,

现有的一些文化活动多是一

些通俗表演等娱乐
,

消闲性的文化活动
,

一些专业
J

性的文化活动观顾的人一般都很少
,

娱乐
、

消闲性

活动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层面是必要的
,

但作

为主体却是不合适的
。

高校的校园必须要与高等教

育的品味相适应
,

因此
,

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的这

种对于高雅文化漠视的局面急需改变
,

而改变的途

径就是通过情感介人
,

培育学生对高雅文化的兴

趣
,

从而改变消闲娱乐性文化大一统的局面
。

校园文化中的情感
,

既是建设文化的手段
,

也

是文化自身的内容
,

作为文化形成基础的知识积

累
,

必须由情感作中介
,

才能完成提升的使命
,

这

是它作为载体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意义
。

文化建设的

终极 目标是
“

立人
” ,

而情感是立人的基础
,

这里

情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

两个概念从不同角度表明了
“

情感
”

在完成
“

立

人
”

目标中的特殊性
,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
,

我们

认为校园文化中的情感
,

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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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投人机制
。

只有这样
,

高教研究上新台阶才能

奠定在比较坚实可靠的物质保障的基础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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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投入与高教研究的实际需要相 比反差太大
,

它与

高教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所占的应有地

位和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是不相称的
。

这不仅影响

了广大高教研究人员的科研积极性
,

也直接制约了

高教研究事业上新台阶
。

为了发展我国的高教研

究
,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
,

高教研究的投人还必须以

国家的纵向投人为主
,

并且还要逐年增加投人
。

然

而
,

在目前情况下
,

高教研究
“

僧多粥少
” 、

经费

短缺的困境不可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在

这种情况下
,

尤其要提倡高教研究人员面向高等教

育实践活动主战场
,

加强横向交往
,

由
“

书斋
”

走

向社会
,

争取横向课题
,

筹措更多的经费
、

变单靠
“

吃皇粮
”

为
“

吃百家饭
” ,

逐步形成多渠道的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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