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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学生工作文化的涵义、建设的迫切性、现状、特征和建设路径等文献做了梳理并提出思考与展望：学生工
作文化，具有主动创造与被动创造双重性；不能与传统学生工作方法截然分开；在具体实践中，不要滥用；学生工作文化

的理论和实践必将改变国内高校学生工作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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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央１６号文件及其配套文件的下发和不断落
实，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学生工作成果不断

被肯定，以及高校以教学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学生的成

长成才（全面发展）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由标准化和集

体化模式向个性化模式过渡，学生工作将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因此，学生工作文化，一种因学生工作而产生的

文化形态，从属于大学文化，但必定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

化形态而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值得学界将“学生工作文

化”作为专题进行研究。

１　学生工作文化的涵义
王泓认为：“高校学生工作文化是高校学生工作队伍

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新创造的具有学生工作特色的

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规范的总和，它既对学生工作

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

影响，更对受教育者产生感染、熏陶、引导、示范、教育的

作用。”［１］

顾坚认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高校学生工

作文化发端并存在于大学文化之中，是在长期的高校学

生工作实践基础上的积累和提升，包含精神文化、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总和。具体而言，是指在一定

的理念指引下，在学生工作理论基础上，通过学生工作机

构与制度建设，规范学生工作人员行为，实现学生全面、

持续发展的目标。”［２］３６

学生工作文化包含三个要素，即学生工作者（不仅是

思想政治辅导员）、学生以及两者的关联（学生机构、学生

团体等）。学生工作实践性很强，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层次界定学生工作文化有更好

的操作性。其终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全面发

展）。综合上述，顾坚对学生工作文化的定义更实用。

２　建设学生工作文化的迫切性
在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情况下，我国高校学生工作

在工作内容与组织结构上遵循的是一条单向、刚性和灌

输式的工作路线，思想政治辅导员常常被当作“保姆”“救

火队”“消防员”等。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

育转化，培养学生的个性、创造性、活力和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逐渐取代标准化、集体化的高校教育生产观念，过去

的高校学生工作路线受到诟病。高校学生工作队伍尤其

是一线思想政治辅导员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现实压力越来

越大，却总也不能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抽身出来，将学生

工作实践静心思考、凝练成科研成果，阻碍了自身在学术

上的发展，因而怨言颇多。当代大学生尤其是９０后入学
后，个性、思想观念、行为特征等有了较大的变化，再沿用

过去的学生工作模式，显然不合时宜且容易造成师生关

系紧张。

王泓认为，长期以来，高校学生工作队伍蕴涵的深厚

的文化性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文化定位、文化理

念、文化行为、文化品位等学生工作的文化框架还没有真

正形成。鉴于此，高校应构建独具特色的学生工作文化

框架，努力提升文化品质，进而以先进的文化引领人、教

育人［１］。

李斌认为，企业文化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可资借鉴［３］。

朱军编著的《博雅教育与学生工作理念创新实践》

中，《知本经营与情本管理———创设高校学生工作文化管

理的张力与魅力》一文认为，高校学生工作文化管理，不

是一味地渲染文化，也不是生硬地将文化和管理以及学

生工作捆绑在一起［４］１４５。

这时，学生工作文化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而

且演变成一种理论———一旦被学生工作者所掌握，必将

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有效提高学生工作的层次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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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学生的成长成才（全面发展）；实现学生工作队伍的

职业化和专业化。

３　学生工作文化的现状与特征
３．１　学生工作文化的现状

现实表现乏力。王泓认为，学生工作文化存在如下

问题：文化理念“模糊化”即“泛政治”、“泛说教”和“泛事

务”倾向严重；文化个性“空虚化”。各高校或二级系院间

学生工作风格趋同；文化品位“庸俗化”［１］。

理论研究不足。至目前为止，国内没有“学生工作文

化”专题图书、著作或硕博论文，只有两篇期刊论文（２００９
年和２０１１年各一篇）；图书或著作方面，只有朱军编著的
《博雅教育与学生工作理念创新实践》中有一篇《知本经

营与情本管理———创设高校学生工作文化管理的张力与

魅力》［４］１４５－１４９，王传亮主编的《大美不言 北京舞蹈学院文

化建设成果文集》中有一篇《学生工作文化建设方

案》［５］１２－１８；网络方面，朱健在人人网发表《上海交大学生

工作文化４０条（修订中）》［６］１篇，李罡在渤海大学网站
发表《注重学生工作文化管理 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７］１
篇。将“学生工作文化”作为专有名词的硕博论文仅有两

篇（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各一篇），期刊论文仅有２６篇（２００２
年３篇，２００４年１篇，２００５年１篇，２００７年２篇，２００８年１
篇，２００９年４篇，２０１０年３篇，２０１１年４篇，２０１２年４篇，
２０１３年３篇）。但是，学生工作和文化关联的硕博论文和
期刊论文则高达８９３７４篇。从以上数据看出，国内未将
“学生工作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学生工作理

论看待，较多地将其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是学生

工作与文化的衍生物谈论，导致对该理论的研究和探索

严重不足，不能用学生工作文化理论去统摄、指导学生

工作。

缺少实践。学生工作文化实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不重构物质资源，通过改变制度文化实践学生工作文化

理论。王传亮主编《大美不言 北京舞蹈学院文化建设成

果文集》中的《学生工作文化建设方案》［５］１２－１８属于此类。

一种是重构物质资源基础上通过制度文化重构物质文

化，催生新的精神文化。２００５年起，西安交通大学、苏州
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书院制属于此类［８］。

３．２　学生工作文化的特征
顾坚认为，高校学生工作文化的凝练与建设具有长

期性、传承性、导向性、隐含性等特点，在促进和提升学生

工作方面具有独特作用［２］３６。刘泓泉认为，公平正义和诚

信友爱是两个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基本文化担当［９］。作为

一种文化形态，学生工作文化最大的特征应该是生态

性———既具普同性，又不失个性和多样性。作为一种学

生工作理论，学生工作文化应有开放性、发展性和创新

性，不断地与时俱进，学习和接纳更多更新的管理理念，

必要的时候“否定之否定”。

４　学生工作文化的建设路径
４．１　形成学生工作共同价值观

提炼共同价值观，确立师生的共同愿景，内化和传承

精神文化；建立机制、探索办法，引导学生加强理性认识

和感性体验，内化为全体学生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３］。

４．２　强调每个组成要素的重要性，或强调多个组成要素
的相互作用

强调学生工作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

贯彻，离不开学生工作者（学生工作队伍）素质的提

高［１０－１１］；尊重学生个性，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开展品牌活

动，发挥学生组织作用［１０，１２］。

４．３　构建管理体系，增强学生工作发展动力，提高学生
工作的层次与水平

孙伟、张永庆重视制度文化建设，强调调查反馈机

制、评价奖惩机制、活动及其指导机制、管理控制机制、师

生互动机制、教育辅导机制、协调机制、队伍建设及培训

机制等的建设［１３］。王甫忠认为，建设学生工作文化，需要

提炼定格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精神文化，构建以人文

管理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文化，形成学生管理工作的行为

文化和设计富有人文气息的物质文化［１４］。

４．４　综合运用工作手段体系或工作手段联动体系，发挥
学生工作文化的作用

刘军认为，学生是人文化管理的基本主体；沟通是人

文化管理的基本条件；民主是人文化管理的基本原则；激

励是人文化管理的基本职能；效能是人文化管理的基本

目标［１２］。

王泓认为，精神与行动并举，坚持在文化的渗透中把

握和处理学生教育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是学生工作

的应有之道；个性与共性伴生，一所高校学生工作的文化

整合是各系院学生工作文化的共振与互补，而不是各系

院文化的简单堆砌；人文与科学统筹，学生工作者在组织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应该展现其内在的文化机理、厚重

的文化积淀、持久的文化传承和深邃的文化理念，并使之

不断影响和改造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１］。

４．５　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学生工作文化理论理念，形成各
具特色的学生工作文化

朱军编著的《博雅教育与学生工作理念创新实践》中

的《知本经营与情本管理———创设高校学生工作文化管

理的张力与魅力》一文认为，要重视领导的支持力量、学

生工作者的知本组合、构建学生工作文化场、青年学生的

人力资源开发和情感的细节服务［４］１４８－１４９。

黄丹认为，要统筹规划，着眼未来，打造学习型管理

团队；双向互动，加强沟通，实行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联动

机制；以人为本，尊重主体，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全员参

与，搭建平台，规划精彩职业人生；制度设计，管理改革，

培养开放创新系级亚文化［１１］。

王传亮主编的《大美不言 北京舞蹈学院文化建设成

果文集》的《学生工作文化建设方案》提出，抓好学生工作

的“顶层设计”（整体战略规划）、文化引领、制度完善、队

伍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５］１３－１８。

李罡认为，要明确指导思想———坚持以学生为本；把

握基本原则———与制度管理协调发展；抓住关键因

素———辅导员队伍建设；找准切入点———学风建设［７］。

顾坚认为，应当在大学文化建设的大氛围中传承和

发展，从学生工作理念的更新和深化、学生工作机构的调

整、学生工作制度的创新、学生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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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展开，以最终实现学生工作的价值追求［２］３６。

５　学生工作文化的重要意义
顾坚认为，首先，高校学生工作文化有利于高校学生

工作内涵的提升；其次，高校学生工作文化有利于加强学

生工作队伍建设，既能促进学生工作人员趋向理性，富有

底蕴、个性与创造性，又能塑造学生的健全、独立的个性

与完美的人格；最后，高校学生工作文化有助于推动高校

和谐校园建设［２］３６－３７。

学生工作文化的重大意义在于，一箭双雕地解决了

传统学生工作模式“重管理轻教育、重约束轻引导和重共

性轻个性”的问题和教学工作困境———随着高校扩招，高

校在校生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且差距越来越大，普遍存在

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水平整体下降和教师教学效果

不佳的状况。在学生工作文化理论指导下，学生工作将

课堂学习以外的内容进行重构，用制度文化重新整合物

质文化，催生新的精神文化，内化为高校学生的行为文

化，在各种学术活动或学生活动中引发学生对知识的巨

大需求，从而促使学生在课堂内外主动探求知识。

６　学生工作文化的思考与展望
６．１　学生工作文化具有主动创造和被动创造双重属性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学生工作文化是对学生工作既

成事实的描述，具有实证性。朱健在人人网日记发表博

文《上海交大学生工作文化４０条（修订中）》［６］中所指的
“学生工作文化”属于这种情况。

作为一种学生工作理论，学生工作文化具有规范性。

在它的指导下，以形成共同价值观为核心，激发学生工作

者、学生、两者的关联这三个要素的活力和创造性，综合

利用各种工作手段，实践各种工作内容，最终实现学生的

成长成才（全面发展）。

６．２　作为一种新的学生工作理论，不能与传统的学生工
作方法截然分开

每一种新的理论或管理模式，都是建立在旧的理论

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的，学生工作文化是对传统的学生

工作模式的升级，但不是完全的摒弃，例如，学生工作文

化需要制度管理强有力的支撑。

６．３　具体学生工作实践中，不要造成学生工作文化理论
的滥用

学生工作文化不是一个新的“器皿”，简单地将原有

的学生工作内容装入即可；而是在它的指导下，学生工作

者、学生、两者的关联这三个要素发生“化学反应”，使传

统的学生工作内容以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运作产生“新

物质”———制度文化重组物质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

积淀，“聚变”出新的精神文化，再对学生工作文化各要素

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引导、示范、教育等“催化作

用”或者“腌咸菜式”的“浸泡”，催生出崭新的行为文化。

这种行为文化，是对学生工作文化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

和精神文化的反映，最终实现学生工作的“无为而治”、学

生工作者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以及学生的成长成才（全面

发展）。

６．４　学生工作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必将改变国内高校学
生工作的整体面貌

学生工作文化，作为一种新的学生工作理论，不仅涉

及思想政治辅导员，还波及任课教师甚至专家学者、社会

名流；其受益对象不仅局限于学生，还有学生工作者、学

生工作机构、学生团体等。随着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

断深入和培养学生成长成才（全面发展）被确立为高校中

心工作，学生工作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将会迎来一个黄金

期，这必将改变国内高校学生工作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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