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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考

雷雅涵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高度和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是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最根本特征，既孕育了中

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又涵养了中华民族求实创新的优秀品质。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必须聚焦“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三大根本问题，不断提升高校建设质量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用之才。大学生只有在高校的学术氛围熏陶下，在高校校园文化的浸润中才能更好地成长

成才。要全面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做好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质量是重点。开放大学是面向全民办学的开放性

大学，论文将就新时代如何做好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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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height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groups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both	breeding	the	Chinese	nation’s	traditional	virtue	
of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but	also	to	cultivate	the	Chinese	nation’s	outstanding	quality	of	pragmatic	innov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focus	on	the	thre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who	to	train,	how	to	train	
and	for	whom	to	trai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cultivat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available	talent.	
Only	under	the	edifica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college	students	grow	up	and	become	
talents	in	the	infiltra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open	university	is	an	open	university	which	faces	the	
whole	people	to	run	a	school,	this	article	will	carry	on	the	discussion	on	how	to	do	well	the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n	universi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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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校园文化既是一所学校外在形象的具体表现，也是其

办学理念的内涵凸显，校园文化由学校的全体师生共同缔

造，也反过来促进了任职教师思想的进一步统一和学生的成

长成才。想要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建设质量，就要把校园文化

的建设作为重点关注内容。

1 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一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校园文化氛围的浸润，对学生思想观念、价值认

知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教育发展深

化改革提出了时代化的新要求，开放大学想把二十大报告的

要求落地落实，就要持续做好党的先进理论的学习贯彻，不

断提升办学质量，主动服务好社会、国家的发展。

2 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局限

2.1 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体系还不完善
开放大学的前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广播电视大

学，其依托于电视、互联网等通信技术，为人民群众提供了

接受远程高等教育机会，向社会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正

因此，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从历史深度和体系广度上与

普通高等学校相比并不占优势。开放教育多为体系化办学模

式，即一个总部加若干基层学习中心和教学点的远程教育体

系，基层教学单元多为所在地的中、高职院校兼职办学。以

云南开放大学为例，国家开放大学云南分部和云南开放大学

省直分校在全省共有 170 余个教学点，除在省会昆明的云南

开放大学本部外，全省仅保山和西双版纳两地的教学机构为

原电大转型升级办学，其余均与当地中、高职教学机构合作

办学。基层办学单位把主要精力投入在开放教育的招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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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环节，对开放大学校园文化体系建设的关注度小，对相关

要求的执行力不强，积极性不高。综上，开放大学的校园文

化建设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系统化体系。

2.2 开放教育学生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弱
学生一直都是校园文化的主要建设力量，但这种支持

在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却不显著。开放教育是面向社会

全民的非全日制教育，学制 2 至 4 年不等，最长不超过 8 年，

此种教育模式为群众提供了丰富优质的教学资源，通过向学

习者提供学历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等多种可选择的教育形

式，积极实践着“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基于此，开放教

育的学生存在来源广泛、层次不一的特点，他们来自社会的

不同层级，年龄结构、职业背景、社会身份存在较大差异，

他们参与学习的目的明确并且已经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很

难受开放大学校园文化的影响而产生较大改变；同时，因开

放教育学生基本为在职就读，除了要完成相关学习任务，还

要承担工作任务、履行家庭责任等，自身压力大，无法像全

日制学生一样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对学校或班级组织

的校园活动积极性不高。因此，开放教育学生很难对开放大

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2.3 远程教学的模式让学生难以获得归属感
基于“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办学性质和“时时、

处处、人人”的教育理念，开放教育教学通常采取非现场远

程教育形式，学生通过点击直播、录播课程接受学习，遇到

问题可以在直播课堂、学习论坛上留言，抑或是课后通过邮

件、QQ、微信等方式寻求老师解答，学习完成后在线上提

交作业，达到毕业条件时通过在远程论文系统提交论文参与

线上答辩进行成果检验……学习全过程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较小，互联网成为学生学习交流的最主要场所，大大方便了

学生的学习开展。但同时，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

间真实互动机会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交流的主题更是集中于

学习内容难以拓展延伸，网络交往取代了传统的师生间、同

学间的面对面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变弱。班级在传

统校园中往往发挥着诸如传承校园文化、营造文化氛围、培

养集体意识等重要作用，但这些作用在远程教学的开放教育

中却很难以发挥，学生在开放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参与感

弱，缺少对班级和学校的归属感、认同感，难让校园文化内

涵根植于学生内心。

2.4 开放教育教师对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推动

不足
开放大学从事开放教育的教师多为兼职教师或外聘教

师，在推动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发力不够。一是开

放教育教师自身教学工作压力大。兼职或外聘教师在对开

放教育学生授课的同时，还要完成自己本职的教学或行政工

作，面临沉重的科研、教学工作压力，很难再对开放教育的

校园文化建设投入更多精力，提出有效对策。二是开放教育

师生间沟通机会少。在开放教育教学实施过程中，老师对学

生的关注更多局限于授课时间和课程内容，在学生不主动表

达的情况下，很难体察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难以及时发现

学生存在的困难，无法对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更难以引

导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3 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3.1 坚持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筑牢意识形态

阵地
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思

政课程主阵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通过打造常态化的思政

学习机制，创建开放教育特色思政活动等具体措施，筑牢师

生意识形态堡垒。在以网络化、信息化手段为基础的开放教

育办学中，要抓好互联网阵地管理，完善校园网络、新媒体

管理制度，做好舆情监控和管理，坚持正向舆论引导，建立

联动和快速的舆情处置机制，纯净校园网络空间。

3.2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校园文化体系建设
开放大学要通过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特别是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树立校园文化建设的系统思

维，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一系列紧扣时代主题的开放大

学校园文化建设战略，学校内部要明确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

设的责任部门，对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意见做好传达，推动

落实，通过多部门协同、总部和教学点联动共建的机制，保

障上下一体的开放教育特色校园文化建设顺利有序进行。同

时还要做好开放大学的制度建设工作，制度建设有利于塑造

师风学风，学校要以制度为抓手，明确管理要求和师生的行

为规范。通过学校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营造良好有序的校

园管理文化，形成校园文化建设体系，保障学校各项工作得

以顺利推进。

3.3 建强师资队伍，做好师生正向价值引导
教师是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教师对校

园文化的认识、理解体现在教育教学全过程，即教师对校园

文化的接受程度和转化运用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园文

化的建设成效。教师素质的高低事关学校的发展前景，师生

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校园文化的建设效果，开放大学要

把建强开放教育教师队伍当作学校教学质量和校园文化建

设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来抓。例如，通过定期组织对党的

最新理论集体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教师理论水平，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行动力；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

大教师把“立德树人”理念自觉贯穿于教育教学各环节；督

促广大教师不断加强专业能力提升，严守学术道德与学术规

范，立好“学德”；增强教师在开放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

积极性主动性，让教师在教授专业知识以外加强与学生的沟

通，提升对学生思想健康、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从“网友”

变为值得学生信赖的知心朋友，做好学生价值观引导。

3.4 重视网络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提高网络育人能力
校园文化对学生有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开放大学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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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实体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还要重视网络校园文化环境

建设。首先，持续优化网络教育资源，改进教学方式。通过

加强开放教育教学平台的建设，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及时转

化为学习资源，集成到学习平台，用于开放教育的实际教务

教学中，普惠广大师生。针对开放教育学生生源差异的特点，

积极转变教育教学方式，以问题为引导引发学生主动思考，

做好课上学习和课后巩固相统一，增进师生间、同学间课上

课后的相互交流，深化网络育人成效。其次，要运用好新媒

体渠道、VR 技术等增强学生的校园文化体验感。开放大学

除了要做好实体校园环境建设，还要在学校网站、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等平台打造集思想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线上校训

墙、线上校史馆、线上文化墙等系列校园场所的还原体验场

景，展现校园文化和精神风貌，哪怕学生与学校的物理距离

遥远，也能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手段“零距离”感受和了解学

校的历史、建校理念等内容，增强学生的身份认同。最后，

做好校园视觉识别系统设计，打造统一规范的校园形象。

视觉识别系统即 VI（Visual	Identity），多用于企业的整体

形象打造，通过名称、标志、标准字、标准色彩、象征图案

等标志性元素的设计及多场景应用，塑造独具特色的企业形

象，快速传播企业经营理念和精神文化，让受众对企业有直

观、具象化的认识。在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可以通

过系统化 VI 设计，将设计结果运用于实体校园文化建设和

线上文化建设中，如对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授课视频、

课程 PPT、网上作业等做标准字、标准色、标准模板的统一

要求，突出开放大学体系不同于其他办学机构的特色，让学

生直观、快速地感受到学校的文化理念。

3.5 创新校园文化形式，丰富校园文化内容
在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开放教育

办学形式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坚持“以生为本”，关注广大

师生需求，引导师生主动投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一是要

为开放教育学生量身打造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多样性校园

文化活动，如对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学位授证“拨穗正冠”

仪式或优秀表彰等重要活动进行直播，提升开放大学学生的

参与度，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通过营造庄重正式的氛围，让广

大开放教育学子感受到自己被重视、被尊重，深刻体悟开放

大学的“仪式感”与“人情味”，让学生体会到成为一名真

正大学生的真实感，增强学生凝聚力与自豪感，主动传播开

放大学校园文化。二是凝练校园精神图腾，创作具有开放大

学特色的校徽、校歌。校徽、校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十分重要，既连接了师生情感，又凝聚了学校精神：校徽通

过色彩与文字、数字符号的组合，用独特巧妙的设计展现了

学校特色，成为学校的象征；校歌通过精炼的歌词与优美旋

律的结合，传递了学校的精神风貌。校徽的佩戴、校歌的广

泛传唱，能够通过视觉听觉的结合，更直观地唤起广大师生

的内心共鸣、直抒情感，将校园文化内涵传播得更广更远。

3.6 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
开放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要以中华优秀文化、地方特

色文化为基础，做好融合发展。开放教育的办学机构遍布全

国各地，以云南开放大学为例，从省会昆明到中缅边境的州、

县均有开放教育的基层办学机构，但各地的民俗民风各具特

色，开放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的理念要在充分体现“本土化”

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文化的融合发展。在开放大学校园文化

建设中，始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为根本前提，充分汲取地域特色文化

的内涵养分，结合开放教育特点，做到开放大学校园文化与

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促进、有机结合，讲好一系列具有当

地特色的开放教育文化故事。通过增加开放教育学生对本地

发展情况的认识了解，厚植家国情怀，让培养出的人才在区

域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

4 结语

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不断

积累、持续完善的长期过程。开放大学始终要以办好人民满

意的开放教育为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和

学习型大国建设中发挥优势，贡献力量。通过开放教育自身

的特点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守正创新，找准自身定位，

进一步提高校园文化建设的师生参与度，落实好教育强国建

设和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进一步推动开放大学的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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