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９年６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Ｊｕｎ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７

基金项目：同济文化研究会资助研究项目 “新时代下同济大学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的协同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谭　武 （１９８６－），男，四川简阳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学生处主任科员，主要从

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新时代下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同济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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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协同理论为指导，通过实证同济大学在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方面各部门间统
筹协调的理念与方法，全方位地剖析同济大学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的实效，发现目前高校青

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存在着参与部门协同不够、教育内容协同不足、渗透途径协同缺乏以

及理论实践协同不够等问题，据此从顶层设计、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载体四个方面给出

了改进建议，旨在为国内高校构建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的协同机制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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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提高文化软实力越来

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决定力量。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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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的讲
话强调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上海市贯彻落实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中提出，要注重文化育

人和实践育人，传承学校文化传统，强化校训校

史校歌等的育人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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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指出，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２０１８
年５月２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
话指出，中华儿女 “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

中华文化基因”，并指出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

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

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高校青年教师作为未来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力

军，是引领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推进人才强国、

教育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中坚力量。党

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工作，对高校教师文化素

养的内涵界定越来越趋向确定和明晰，既回应了

新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顺应了高校发展的需

求，同时也是学生成长和教师发展的需要。

　　二、理论建构：新时代高校青年

教师文化素养的内涵与特征

（一）新时代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内涵

关于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内涵，梁红认

为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包含人文精神、学科文化

素养、教育素养 ３个方面［１］。曾雪玫认为，高校

教师应具备的文化素养包括哲学素养、艺术素养、

科学素养、专业方面的人文知识、教育艺术素养、

人格魅力６个方面［２］。吴云助认为，教师文化素

养反映教师的人格、气质、情感、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等方面的个性品质，包括基本文化素

养、学科文化素养和教育文化素养 ３个层面［３］。

本文认为，新时代下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内

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以及高校校史文化和校园精神。

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包括以人为本

和仁爱的价值观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立德修身和

敬业乐群的职业精神，科学的审美和文艺的情操，

以及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爱孝悌、尊师重道、

自强不息等内在特质［４］。学习革命文化，要重视

学习革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刻体会革命文

化蕴含的丰富精神，摒弃 “革命结束了”的观点，

深入理解革命文化的传承发展［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科学内涵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科学前瞻性和历

史包容性；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基本属

性，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创新活力［６］。同济大

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基

因，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同济精神：始终与祖国

同行，以科教济世，追求科学真理，教育青年投身

于中华民族崛起、民族复兴的伟业。同济精神是激

励同济人向着新时代发展目标奋进的强大动力。

（二）基于协同理论的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

提升的特点

协同理论 （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又称 “协同学”或

“协和学”，是原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

名物理学家哈肯 （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ａｋｅｎ）提出来的。哈
肯在 《协同论引论》中写道，他把这个学科称为

“协同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许多

子系统 （通常属于相同种类或者几个不同种类）

的联合作用，以产生宏观尺度上结构和功能；另

一方面，它又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

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７］。可以说无论是从

协同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来看，还是从它的应

用范围来看，其原则和方法都具有应用于研究青

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的高度契合性。

１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具有显著的开
放性和非平衡性

协同理论的自组织原理认为，系统内部协同

达到有序的过程中，如果失去与外界的物质、信

息和能量的交流，系统就会失去生机。高校青年

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是一个包括教育对象、内

容、形式、资源、组织保障等子系统的大系统，

一方面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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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该系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这就

要求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形成动态管

理机制，保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有效协同，实

现系统有序发展。

２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主体具有突出
的序参量特征

序参量役使各子系统、主宰系统发展方向。

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培育工作包含着国家政

策制定、顶层设计、具体落实、工作对象等各级

行为主体，需要校内外多方力量、资源的合理配

置。尽管影响文化培育工作的因素很多，但只要

能够找出从中起决定作用的序参量，通过控制系

统外部参量和加强内部协同，强化和凸现我们所

期望的序参量，就能使系统有序、稳定地运行。

３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机制具有较强
的协同特征

系统能否发挥协同作用，取决于系统内部各

子系统的协同作用。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培育

和提升工作这个大系统包含着制度、组织、队伍、

资源等若干个子系统，在这项工作的具体落实过

程中，不仅需要把握现状、分析原因、制定举措

和落实跟进，还要站在全局角度把握各要素间的

协同和配合，充分发挥各子系统的优势，共同促

成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不断提升，满足新时

代提出的新要求。

　　三、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现状

与发展瓶颈———以同济大学为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高校教师特别是占相当大比重的青年教师的文化

素养状况，事关优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质量。但

在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高校对教师群体特别

是青年教师的文化素养培养情况不容乐观，一方

面是因为对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关的联动培养机制。但是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对人

才强国战略的摸索，高校在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

培育工作上正在深入开展和推进。

为了深入了解目前我国高校对青年教师文化

素养培育方面的进展和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和

遭遇的瓶颈并提出科学改进措施，我们选取了同

济大学作为调查对象，面向本校青年教师进行问

卷调研，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共 ３０６份 （如表 １所
示）。为确保调查数据分析全面详实，调查结果运

用了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从
访谈对象来看，涵盖了理科、工科、经管、医学、

人文社科等学科门类和一线教师、管理人员、辅

导员和教辅岗人员等工作类别，访谈内容反馈具

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表１　人口变量统计

变量 类别 频率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７６ ５７５２％

女 １３０ ４２４８％

年龄

３５岁以下 １１１ ３６２７％

３５－４５岁 １５８ ５１６３％

４５岁以上 ３７ １２０９％

教育程度

本科 ５１ １６６７％

硕士 ８０ ２６１４％

博士 １７５ ５７１９％

工作类别

一线教师 １７６ ５７５２％

管理人员 ４８ １５６９％

辅导员 ６１ １９９３％

教辅岗人员 ２１ ６８６％

　　１总体评价
根据调查设计 （如表２所示），问卷中的 “很

同意”代表１分， “极不同意”代表５分。经统
计，所有问题调查数据的标准差均在１分左右，整
体较小，说明我校青年教师对学校文化工作的整

体感知和评价较为一致。所有问题的平均得分均

在２５分以下，体现出我校青年教师对于学校开展
的文化素养培育和提升工作情况有较好的评价，

能够感受到学校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在９个
问题中，平均分相对最高的２个问题分别是青年教
师对学校文化活动的形式和时间安排的评价，平

均值为２１６；学校文化工作评价制度中考察指标
设置的合理性评价，平均值为２２３。说明在这两
个问题上存在相对较多的负面评价，在今后文化

工作的改进过程中，应加强对这两点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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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对学校文化工作认知和诉求的总体评价

对学校文化工作的认知和诉求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１学校经常开展针对教师的文化活动。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１ ０７９２

２学校的文化活动时间安排合理，形式多样。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６ ０９１７

３学校文化工作评价制度中考察指标设置合理。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２３ ０９０３

４您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经常参与相关活动。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９ ０８６８

５您对我国的革命传统文化了解。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７ ０７８２

６您对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有深入学习，关注最新理论成果。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６ ０７７８

７您对同济大学的校史很了解。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５ ０７８８

８您在课堂教学中会融入人文精神教育。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８５ ０７２２

９您注重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感受优秀文化。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７４ ０７１９

　　２学校文化工作总体布局与方式现状
学校文化工作总体布局情况良好。调查结果

显示 （如表３所示），有７９４１％的教师认为学校
足够重视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来培育教师文化素养、

丰富教师文化生活，对学校的文化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但１８３％的教师对此表示感觉一般，没
有过多关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在文

化活动的宣传方式方面有改进空间。关于对学校

文化工作评价制度的考察指标设计，有６５６８％的
教师表示较为满意，但近三分之一的教师表示考

察指标不够全面甚至不认可目前的评价制度。这

说明我校文化工作评价制度需要结合时代要求和

教师实际情况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学校文化培育方法和途径总体情况良好。调

查结果显示 （如表３所示），绝大部分教师认为学
校举办的文化活动无论是时间安排还是形式设置

上都较为合理，不到６％的老师认为学校文化培育
方法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部分

教师因为岗位性质等原因，对学校文化活动相关

信息的获取渠道有限，还有一些教师反映因为学

校与家庭住址距离较远、两校区办公距离较远等

原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校举办的文

化活动。

表３　对学校文化工作布局与方式评价

指标 很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极不同意

１你认为学校经常开展针对教师的文化活动。 ３２６８％ ４６７３％ １８３％ １６３％ ０６５％

２您认为学校文化工作评价制度中考察指标设置合理。 ２０２６％ ４５４２％ ２７４５％ ４５８％ ２２９％

３您认为学校的文化活动时间安排合理，形式多样。 ２４８４％ ４２８１％ ２６４７％ ３５９％ ２２９％

　　３学校文化教育内容及效果
根据调查数据 （如表４所示），大部分老师对

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

及同济校史文化是比较了解的，说明我校文化教

育内容全面、力度到位。但对四种文化的了解程

度表示 “一般”的教师分别占到了 ２３５３％、
１８３％、２０５９％和 １７９７％，比例均在五分之一

左右，且存在小部分教师表示对这些文化的了解

程度较低甚至不了解，这种现象与教师的岗位和

具体业务范围等因素有关。需要指出的是，教师

群体对传统文化的掌握程度较其他三种文化低，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内容宽泛、界定

不清，需要学校在这一方面加强引导，提高教师

对文化认知的能力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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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对学校文化教育内容及效果评价

指标 很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极不同意

１您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经常参与相关活动。 ３３０１％ ３９２２％ ２３５３％ ３９２％ ０３３％

２您对我国的革命传统文化了解。 ２８１％ ５０３３％ １８３％ ２９４％ ０３３％

３您对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有深入学习，关注最新理论
成果。

２８７６％ ４８６９％ ２０５９％ １３１％ ０６５％

４您对同济大学的校史很了解。 ２９０８％ ５０％ １７９７％ ２２９％ ０６５％

　　４学校文化培育的整体落实现状
学校文化培育的整体落实效果明显。通过调

查数据我们看到 （如表５所示），大部分老师是非
常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有８４３１％的教师
会注重在课堂授课过程中融入对学生文化素养的

培育，１４７１％的教师虽然在这方面关注较少，但
也会根据授课内容适当进行融入。同时，他们注

重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有近９０％的老师会注重开

展实践教学活动，理论结合实践，让学生在亲身

体验和实践中感受优秀文化，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这说明我校老师在文化育人工作上有着较强的意

识，但是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老师们表示文化

育人的方式方法缺乏科学性、文化资源利用方面

存在局限性，这需要学校及时采取措施助力文化

教学相长。

表５　对学校文化培育的整体落实评价

指标 很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极不同意

１您在课堂教学中会融入人文精神教育 ３２３５％ ５１９６％ １４７１％ ０３３％ ０６５％

２您注重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感受优秀
文化

３９８７％ ４８６９％ １０１３％ ０６５％ ０６５％

　　四、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

机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访谈意见的分析以及从协
同视角来看，目前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机

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参与部门协同不够，难以形成教育合力

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培育工作主要有四大

部分的内容，分别是顶层设计、贯彻落实、组织管

理和反馈评价。这四项主要工作所涉及的部门包

括校团委、图书馆、档案馆、资产处、本科生院、

研究生院、工会以及掌握文化资源优势的人文学

院和直接管理青年教师各项工作的各学院等。这

些部门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多管齐下参与青

年教师文化素养培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各职责部门在实

际的工作过程中，条块分割，缺乏互动，工作载

体缺少创新。在问到同济大学针对教师的文化活

动开展情况时 （如表３所示），有２０５８％的教师
表示不够满意。关于学校对文化工作评价制度中

考察指标的设置方面 （如表３所示），也有三分之
一的老师认为不够科学全面。通过访谈，一些老

师也表示学校文化工作有时存在效率低下的情况。

各部分间难以形成协同联动的教育合力，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的合

力，教育效果难以继续提升。

（二）教育内容协同不足，难以融合有机整体

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培育和提升的内容包

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以及同济校史文化和同济精神等内容。这四

种文化本质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内容上

互相渗透、互相支撑，在个人文化素养体系中均

举足轻重、缺一不可。关于同济大学青年教师文

化素养现状的调查数据显示，青年教师在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

同济校史文化的了解方面 （如表４所示），分别有
７２２３％、７８４３％、７７４５％、７９０８％的教师表示
很了解。可以看出，虽然教师对四种文化的了解

情况乐观，但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程

度相对较弱。目前我校在教师进行文化素养培育

的工作上，四种文化发力不均衡，甚至存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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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培育上各自为营的现象，最终体现在青年

教师对四种文化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存在偏差。在

一些相互渗透包含、相互支持借鉴、精神意涵层

层深入的文化内容之间缺乏高效的沟通和科学的

体系搭建，四种文化在培育教师文化素养的功效

上缺乏合理 “分工”和有效 “侧重”，导致重复教

育或冲突教育，未能取得最佳教育效果。

（三）渗透途径协同缺乏，难以形成交汇系统

响应时代需要和国家大政方针总体要求，学

校牢牢把握工作方向，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不断推进我校文化工作。与此同时，我校在

青年教师文化素养培育的工作方法上还存在一些

问题。关于同济大学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现状的调

查数据显示 （如表３所示），有近三分之一的教师
表示对学校文化活动的安排和形式不够满意。在

访谈中也有老师表示，学校文化工作越来越好，

但缺乏一定的创新，导致文化活动内容、形式千

篇一律，会减弱教师参与的积极性。目前学校文

化工作途径多样，但各司其职，虽然独立运作并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工作缺乏整体性，具体

表现在各部门对文化工作目标的一致性缺乏深入

认识，文化培育的内容上缺乏相互渗透和补充，

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缺乏相互借鉴和创新，资源缺

乏科学整合和共享，工作途径缺乏有效配合等。

用协同论的观点来看，整个文化素养培育系统内

部，各子系统相互分离、难以交汇。

（四）理论实践协同不够，难以达到知行合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在历史发展和实践经验总结中孕育出来

的［８］，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

化的成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

品格和关注实践的本质特点。因此，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学习，既要注重先进理论学习和

文化熏陶，又要注重在实践中养成，这样才能将

学习成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对同济大学

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现状的调查和访谈，我们了解

到青年教师对文化素养培育工作的期待，很多老

师强调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并希望学校给予充

分的方法指导和现场教学技能培训。目前在青年

教师文化素养培育工作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宣

传工作好、落实情况差，理论学习多、参观体验

少，实践活动有但资源利用低效等问题，使得文

化工作缺乏生命力，青年教师对先进文化的时代

内涵和表现形式认识不足，难以达到知行合一。

　　五、新时代下高校青年教师文化

素养提升的协同机制构建

　　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改革重视程
度的加大，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获得较大改进，高

校青年教师的文化素养培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由于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的开放性、非平衡

性以及培育主体序参量的复杂性特征，条块分割

明显、分工界限明晰的传统工作方式已经不能有

效突破文化工作的瓶颈，加快基于协同效应理顺

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机制刻不容缓。

（一）以科学系统的理论为指导，进一步规范

工作机制顶层规划

在协同理论视域下开展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

养提升工作研究，要把握好此项工作作为一个系

统的开放性、非平衡性特征以及工作主体的序参

量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各职能部门进行科学的

分类和分工，从而实现工作成效的协同。

首先，明确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的责

任主体，确保机构协同全方位联动。学校要明确

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的牵头部门，成立组

织、宣传、监察评价、人事、教务、科研、工会、

学术委员会等相关职责部门和组织协同配合的文

化工作委员会，定期举行委员代表会议，保证对

文化工作动态的了解掌握和高效推进；建立和完

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院系具体落实、

教师自我约束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文化

工作建设合力。

其次，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加强青年教师文

化素养提升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工作过

程中要关注教师自我实现价值的体现，协调好学

术、行政与市场组织的关系，降低治理内耗［９］。

第一，完善依规治理的制度环境，健全青年教师

文化素养提升工作的评价和监督机制。组织学科

专家、管理岗位专家组成研究小组，结合工作职

责，研究制定工作考评与激励机制相结合的青年

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的管理机制。第二，完善

高校教学科研等各项规章制度，与青年教师文化

素养提升工作形成协同效应。针对整个青年教师

文化素养提升工作的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和特

点，对其工作目标进行细化、工作任务进行拆分，

并据此制定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

（二）以工作内容的系统性为重点，构建相互

８９



　
谭　武，等：新时代下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的协同机制研究

支持的教育内容协同机制

在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机制的众

多子系统中，教育内容是基础，工作过程是关键，

高校要通过明晰内容系统性目标、坚持过程系统

性原则，加强各子系统的协同合作，从而确立合

理的序参量，确保高校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

作机制自组织特性的实现。

其一，明晰文化素养提升的教育内容系统性

目标，构建 “四种文化”互相交汇的有机整体。

一方面，要紧密关注青年教师文化素养发展状况

的普遍性特征，动态调整 “四种文化”的系统性

教育。充分发扬同济在文化研究方面的特色，通

过 “同济文化研究会”，将传统优秀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相结合，并开展更多

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研究项目；适

时地开展关于 “大学精神”“大学形象”等面向全

校青年教师的沙龙，加强教师对同济精神的理解

认同。另一方面，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岗位教师

群体文化素养状况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和侧重点

地对其进行文化教育，充分利用朋辈教育的平等、

双向和针对性特点，推动其在文化教育中作用的

发挥［１０］。

其二，坚持文化素养提升的工作过程系统性

原则，贯穿文化育人的使命感、责任感教育。学

校相关部门应结合我校教师文化素养状况，制定

实施文化培育专项计划，打造精品师训课程，加

强对青年教师文化育人意识和能力水平的岗前培

训和在职培训；创造师生共同参与文化研究的机

会，让师生在共同学习中加强交流互动，促进隐

性知识流动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１１］；支持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按照学科和岗位门

类，建设一批示范团队，在实际教学和学生管理

工作中开展文化育人工作研究；将教师文化育人

能力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激发广大青年教师

文化育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以工作方法的多样性为核心，构建相互

渗透的教育途径协同机制

协同论认为，在整个环境中有许多不同系统

之间也会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要充

分发挥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工作这个大系统的

最大功能，必须要充分考虑校内外文化环境的双

重作用。

首先，充分利用校内文化资源，夯实内部机

制支撑基础。一是统筹校内文化教育资源，丰富

校园文化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资源，将

学校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校内历

史建筑等相关资源加以整合，打造一条特色红色

文化旅游路线；鼓励跨学科合作，将校史校情、

校歌校训等校园文化的呈现形式加以创新。二是

关注新时代新要求，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网

络教育平台。支持学校文化领域学科专家、新媒

体网络平台开发和运营团队等专业人才资源组建

专业团队、开设工作室，共同致力打造适合新兴

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佳作。

其次，开发校外文化交流基地，推动外部机

制功能协调。第一，校内外形成合力，营造和谐、

浓厚的文化学习环境。要重视发挥政府、科研机

构和知名企业的作用，积极合作组织文化体验、

主题实践以及文化公益、文化产品设计等活动。

第二，挖掘校外文化资源，联合打造同济大学青

年教师文化素养提升品牌项目。一方面，充分利

用社会大课堂，挖掘校外文化教育资源，开展实

地考察，参与文艺产品创作等；另一方面，注意

把握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积极与一些知名企业开

展合作，为师生开辟文化理论投入实践应用的文

化素养提升平台。

（四）以工作载体的创新性为关键，构建有效

的知、行全程循环协同机制

协同论认为，一个系统会因各种内外部因素

影响而呈现不确定性，使得不同时期的序参量也

会发生一些变化。因此，在青年教师文化素养提

升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密切关注

系统变化，保障系统整体向良性方向发展的总体

趋势不变。

首先，加大对青年教师文化教育教学研究的

鼓励和支持力度。一方面要为青年教师文化教育

教学研究给予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建立文化教

育教学研究专家工作室，分设不同学科领域的专

家进行轮流 “坐班”，为广大青年教师进行文化教

育教学研究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要强

化青年教师文化教育教学研究的经费保障。充分

利用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设立文化专项基金，

参与文化产品研发项目，完善文化教育投入机制。

其次，完善青年教师文化素养的理论培育与

实践践履协同机制。第一，注重实践创新，建

设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开展文化教育社会服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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