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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视域中的高校和谐校园构建 ①

刘小华，许冬玲
（湖南理工学院 社科部，湖南 岳阳４１４００６）

摘　要：建设和谐高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将美育融入和谐高校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且越来越受到教育工
作者的关注。只有坚持以“审美”为基本标尺，才能更好地提升高校的育人功能，达到建构和谐高校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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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折射出与世无争、与人为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境界。

将“和谐”理念引入高校建设，直接表现为个体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处

理。高校建设蕴含丰富的审美追求，从“美育”维度审视高校和谐校园建设，能更好提升高校育人之

功能。

１　“和谐高校”的涵义解读
“和谐”一词意出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即世界万物同

时生长而不相妨害；日月运行四季更替而不相违背，这是宇宙大自然的法则。“和谐”是人类社会的一

种价值评判与理想追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从圣西门、傅立叶到罗尔斯、诺齐

克，从洪秀全到康有为，一直孜孜以求和谐社会之构建。和谐社会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义不容辞之

责任。和谐校园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用“和谐”理念诠释高校校园建设，就是要协调处理

好高校中的个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等诸要素之间的利害关系。基于此，和谐高校建构的主要内涵

有：个体自身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的和谐、校园环境的和谐。和谐高校建设是和谐社会建

设在高校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两者之间为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２　“和谐高校”建构的内涵表达
２．１　个体自身的和谐发展

人是高校发展的主体，也是和谐校园构建之基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亦是促进

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落实到高校校园建设，促进个体自身的发展主要包括：一是学生的和谐发展。

和谐高校建构要始终以大学生为本，注重从大学生角度思考问题，依据大学生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内

容，对学生进行深入的人文关怀，关注学生的生活质量及生命价值，让学生在和谐的环境中得到全面、自

由的发展。二是教师的和谐发展。梅贻琦先生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２］的确如此，教师是高校发展之本。高校管理者要充分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尊重教师参与学校

管理的权利，尊重教师自主选择教学的权利。三是员工的和谐发展。员工中的大多数人学历低，待遇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０６
基金项目：湖南省２０１３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委托项目（湘教工委通［２０１３］５４号）
作者简介：刘小华（１９７１－），男，湖南岳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２期 刘小华，等：美育视域中的高校和谐校园构建

差，属于高校中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重大不容忽视。高校管理者及师生要充分肯定员

工对学校发展所做的贡献，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

２．２　人际交往的和谐发展
人际关系对事业的成败十分重要。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决定高校能否和谐的发展。高校人际

关系的第一层是同学关系。学生是高校的主体，学校一切发展都要以学生为本。同学之间应建立一个

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团结互助、和睦友好的新型同学关系，使自己度过一段美好、难忘的大学时光。校

园人际关系的第二层是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民主、尊重的关系。在师生关系中，师

生双方既有创造，更有交往，二者相互促进，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３］。校园人际关系的第三层是员工关

系。高校员工群体虽说不是高校中的主体，但起着协调上下、联络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关乎高校的生

存、稳定与发展。

２．３　规章制度的和谐执行
制度建设是高校生存、发展的必经历程。制度建设有３层含义：一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度建

设是高校生存的必备要件，是确保高校各项工作高效、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高校应以《教师法》《高等

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法律法规为重点，强化教学质量建设，强化师德师风建设，严格

规范学校的管理行为。二是制度要公平合理。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凸显制度的权威，提升学校的

管理效能。三是制度要“人性化”。在制度实施中，应实行操作性强、人性化的“严”制度、“软”管理，严

宽结合，情理相济［４］。

２．４　校园环境的和谐发展
校园环境是指与教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因素所构成的体系，主要包括校园物质环境及人文环境，这是

和谐校园建构之基础。校园物质环境指的是校舍设施、图书资料、园林景观及校园中的花草树木、山山

水水等各种有形的实体；人文环境主要指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模式、校风校纪以及学术氛围等。俗话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即“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的确，物质环境对师生修身养

性、工作学习的作用重大；人文环境对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影响也很大。一言以蔽之，

和谐的校园环境对师生的身心发展能起到独特之功效。

３　美育与高校和谐校园构建的契合
如何构建和谐高校校园呢？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干预，对美

育手段重视不够。在我国现代教育改革中，美育被正式纳入党的教育方针，并赋予“具有不可替代作

用”。将“美育”理念融入高校校园建设，坚持以“审美”为基本标尺，能够提升高校的育人功能，达到建

构和谐高校的最高境界。

３．１　美育实现个人发展的和谐
美育对人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席勒所言：“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

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５］高校师生通过追求行为美、语言美来实现外在美，塑造内涵美，

并且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中去，培养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道德情操，塑造和谐人格。高校管理者

应将美育融入校园建设全过程，要求师生员工要加强自律，注重慎独，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一个品行

高尚的人才会尊重他人，也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高校只有实行这样的审美教育，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

的和谐人才。

３．２　美育推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亚里斯多德曾说过，任何人都必须和别人打交道，一个人不和别人打交道，他要么是一个神，要么是

只兽。在当今社会，要生存下去，不和别人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也不人道。高校中，人际关系主要

是由教师、学生、员工等主体构成的网络关系。在人际关系中，更多的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现代性的人必须学会处理各种关系。只有主体的人成为审美的人，才能为和谐校园的建构扫清障碍，奠

定基础。按照“美是和谐”的观点，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美的展现，也就是人际关系的审美化。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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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和谐了，校园才能成为美好的人间乐园。

３．３　美育提升制度建设的和谐
制度就是社会组织或团体要求其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缺少制度约束，权力就会失控，管理就

会混乱，工作终将失去保障。制度建设是一个“上下互动”的和谐过程，必须尊重各方利益关系。一项

完美的制度，绝非由一个或几个人的冥思苦想而得出，这是一个民主、和谐的互动。“全员参与，多方沟

通，广泛论证”是制度编订必经之环节，其中蕴涵的“美是和谐”的美育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完善的

制度，若执行不力或方法不当也会无济于事。在执行管理制度中，将规范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对

受到处罚的教职员工，多给予关爱，多进行沟通，让其真心接受处罚，不产生抵触情绪，让管理工作有质

的提升。

３．４　美育创造校园环境的和谐
如何让校园的物质环境成为审美的环境呢？陶行知先生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全校师生应当以美

术的精神共同改造学校环境”。［６］陶行知先生的思想主旨就是将美育精神融入学校环境建设之中。审

美教育对建设高品位的校园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校园的每一幢建筑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

高雅的艺术品，都兼具美育之功能。建筑本身就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艺术，建筑物的设计在充分考虑

其实用的前提下，更多的要遵循审美原则来规划布局和设计造型。校园花草树木的美化、绿化也要按照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原则来进行。和谐的物质环境在丰富人们感官刺激的同时，还能起到纯洁心灵、陶

冶情操、完善人格的重大作用。审美教育在推进校园人文环境的和谐发展上也功不可没。审美教育的

实质是情感教育，通过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进而塑造完美人格，帮助师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自觉摒弃不良习气，按照审美原则从事工作与学习，理性进行人际交往，为构建和谐校园营造一

种和谐、愉悦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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