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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创新文化是高校育人的内在需求，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外在要求。新媒体时代具有互动性、即时性、

丰富性等主要特点，如何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克服目前我国创新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官本位现象、评价体系过于单

一、学术封闭、诚信文化缺乏等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要想建设和发展高校创新文化，可以从利用新媒体进行创

新文化的内核建设、利用新媒体进行创新文化的外层建设、利用新媒体挖掘创新文化的源泉、加强新媒体管理队

伍建设等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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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在很多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但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钱学森关于“为什么我

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之问一直存在。除了在教育制度、体制改革、基础教育等方面做功

课外，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如何培养创新性人才。创新性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因素，高校如何发挥其校园文化优势，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不仅是高

校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也是满足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创建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未来几十年我国国家发展的核心

战略[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技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高校作为汇聚高

水平人才、学科、科研成果于一体的知识高地，应在培育创新人才中承担起历史使命，而其中创新文化的

培育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起着引领、促进的重要作用。 

一、高校创新文化的内涵 

创新文化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总系统中与创新有关的部分。

因此，创新文化是以创新为核心的文化事项[2]，是以创新的价值理念、制度诉求和行为方式为核心的文化[3]。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可见，对创新文化的理解

需要把握其内涵和时代特征[4]。 

一般而言，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部分。其中，物质文化属于表层

文化，行为文化属于浅层文化，制度文化属于中层文化，精神文化属于深层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表

层的物质文化层主要包括校园环境、教学场所、生活设施、教学和科研设备等；浅层的行为文化层包括学

校组织管理行政活动、日常教学和科研活动、学生课外活动和学校后勤服务工作等；中层的制度文化层，

包括规章制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一些习惯、礼仪等；深层的精神文化层是指在校园活动中所体

现出来的学校传统和精神，如价值观、理念、态度和道德观等，这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5]。由于创新文

化的内核主要包括有价值观、理性、传统等相对稳定的精神因素[6]，因此创新文化的内核主要表现为价值

观、理念、制度等方面，这些内核的组成部分在一定规则下重新组合后，可以直接作用于外部物质、行为、

活动等。而作为创新文化外层表现的物质、行为、活动等既是创新文化可看见、可检验的重要载体，其创

新的程度也会反过来促进或制约创新文化内核的发展。由此可见，高校创新文化作为促使可支配资源和力

量得以重新组合的文化事项[7]，对其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对高校创新文化的内核进行重新组合和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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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到校园外显的创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对高校

创新文化的外显部分进行有效检验和测量，进而充实和发展高校创新文化的内核，也需要进行深入探究。 

二、新媒体时代的特征及其对高校文化的影响 

相对于旧媒体而言，新媒体是指，在传统媒体（如报纸、报刊、电视、广播等）发展之后所衍生出来

的一种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并不是新兴媒体的总称，简单来说，它可以是一种媒体的形态或者环境[8]。

新媒体也可以称为数字化媒体，它主要是以网络数字化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局域

网等渠道以及手机、电脑等客户终端，所呈现出来的数字化媒体形式，来为用户提供信息与服务。目前，

在高校备受学生关注和广泛使用的微信、微博、APP客户端、QQ等都属于新媒体的内容，当前新媒体已经

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成为师生交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9]。 

一般而言，新媒体具有以下特点：（1）互动性。在新媒体时代，人们互享信息、传播信息的方式不再

是单向的，每个人既是信息获取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递者。（2）即时性。信息传播从最开始的口语

化特征，到随后的纸质化与电子化阶段，再到如今的网络化。人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可以及时了解各种新

闻、信息，新媒体终端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工具。无论是从信息传播速度，还是从

信息传播数量来讲，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均是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10]。（3）丰富性。新媒体时代的丰富性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网络等新媒体使用者的数量巨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1月31日发

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

网民数量达到7.72亿。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带来信息大爆炸，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等新媒体获取大量信息，

并且这些信息具有碎片化和多元化特点。鉴于新媒体的以上特点，网络等新媒体工具理应成为促进高校创

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三、高校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与日本、欧美等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创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外

文化不断碰撞交流的今天，我国高校的创新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制约我国创新文化发展的不良因素

日益凸显[11]。 

（一）官本位现象阻碍创新 
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的“官本位”思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说，“官本位”

就是人们单以行政级别高低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评判事物优劣、对错的一种风气或者习俗。体现在高校

文化中，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现象就是科技资源分配与奖项向行政级别高者倾斜。据《南方日报》记者

报道，2010年，在由高校承担的63个“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各级别的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

学家[12]。2010年，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

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而不带

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13]。官本位的文化直接导致一线科研人员创新工作难易得到支持，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使得大批优秀科学家离开一线科研岗位而去担任各种行政职务，以求获得更多科研

经费等支持。这既有悖于公平原则，也有悖于创新精神。并且，“官本位”思想还使得教师与学生盲目相

信权威，觉得专家、领导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从而使得整个文化缺少质疑的勇气、缺乏“打破常规”的创

新精神。 

（二）评价体系过于单一 
在高校文化中，评价体系单一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对于教师而言，“唯论文、唯学历”的观

点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创新文化的重要阻碍，这些重形式、轻实质，重表面、搞浮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

作风都是一元化评价标准和价值观在作怪，它大大影响了广大教师对创新的科学态度。对于学生而言，学

习成绩成为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优秀、是否先进的唯一标准，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

爬树能力来断定一条鱼有多少才干，它整个人生都会相信自己愚蠢不堪”，这种唯学习为重的评价体系严

重扼杀学生的创造性。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一座丰碑的西南联大，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选人用人方

法，是其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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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封闭不利于合作创新 
在我国高校中，各种科研组织的“山头主义”现象屡见不鲜。一个个如“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二

级教授”、“三级教授”等有形无形的壁垒不知不觉地将人们封闭起来，圈子里面的人近亲繁殖；而圈子外

的人又很难挤进圈子里去。这种壁垒的存在最终会导致信息闭塞、创新文化堵塞、创新能力退化。 

（四）诚信文化的缺乏使得制度失效 
诚信文化不仅对于创新，而且对于任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而目前在高校，

诚信文化的缺失，使得假大空满天飞，数据造假、论文造假、抄袭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高校师生

对创新文化的热忱，拖延创新文化的进行，也使得人们对创新成果持将信将疑态度，对合作创新失去信心。 

四、新媒体时代高校创新文化建设基本途径 

高校创新文化小到关乎学生成长成才，大到关乎国家发展。在新媒体时代，利用新媒体优势，克服创

新文化建设中的不足，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利用新媒体进行创新文化的内核建设 
创新文化的内核主要包括有价值观、理性、传统等相对稳定的精神因素，而其中精神文化作为高校校

园文化和创新文化的核心，其目标是培育高校师生员工形成并遵循共同的奋斗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

和行为规范[14]。因此，在精神层面，高校要积极主动作为，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在学生的思想观念、道

德规范中培养创新意识，做好顶层设计，凝练校园文化中创新的内涵，为创新文化提供诚信的校园氛围，

不断丰富创新文化的具体表现。同时，要利用新媒体对创新型人才的先进事迹，如“两弹一星”精神、袁

隆平、王选、马云等杰出科学家和企业家等，进行广泛宣传，也可对身边涌现出的师生创新的事迹进行提

炼报道。在制度层面，要敢于打破制约高校创新文化发展的官本位思想、评价方式单一等制度，要善于利

用新媒体改革制约高校发展的制度瓶颈，鼓励师生参与到校园制度的建设中，在制度制定之前，可以利用

新媒体进行深度调研，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最终制定适合师生发展又切实可行的相关制度。利用新媒体

建立创新文化制度保障机制，筹建网络新媒体联盟，推动各部门和二级单位的新媒体工作，坚持齐抓共管、

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创新文化在新媒体上得到和谐、安全、稳定的发展。同时，对制度的实施

情况，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监督、校正，从而对制度进行不断完善。 

（二）利用新媒体进行创新文化的外层建设 
创新文化外层表现为物质、行为、活动等可看见、可检验的部分。在新媒体时代，高校在教师的科研

和教学活动中，通过建设在线课程、网络课程等基于网络教学的课程，要善用多种形式的新媒体教学和科

研方法。在教材开发和教学内容上，将传统的模式打破，通过新媒体设计出学生更容易接受、喜闻乐见的

形式和内容。在课堂学习、科研活动、第二课堂、社团活动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发动更多学生

积极参与，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同时也可利用新媒体开展

大数据、互联网﹢、虚拟现实、物联网、电子商务等研究和创业活动。在物质层面，高校创新文化则体现

在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建设、学生生活保障等方面，有些高校将资金花费用于建筑新校区，却忽视了优质

的校园环境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良好的校园环境文化不仅有助于师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其本身也就体现着

高校创新文化的发展。因此，在校园的物质文化建设时，要利用多媒体，多方征求意见，强化校园功能区的规

划，做好校园美化工作，让师生在赏心悦目的环境下激发创新意识。同时，还可利用多媒体，对影响师生学习、

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进行调研，例如，教学楼的设施配置，图书馆的藏书情况，自习室座位设置、开放时间，体

育场馆的设施设备、使用时间，食堂的环境、卫生、口味及价格等，进一步改善校园物质文化。 

（三）利用新媒体挖掘创新文化的源泉 
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少有的文化得以延续的民族，在古代创造出的四大

发明更是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进程，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虽然我国目前

还不属于创新型国家，但是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广泛的创新思想，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蓄，

和谐理念、人本精神、辩证思维等，对高校创新文化的培养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因此在新媒体时代，首先要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案例进行广泛宣传，提高

学生的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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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将有助于提高师生对创新的信心。其次，当代中国蕴

含着大量创新元素，一个个大国重器的背后，体现着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辉煌成就，充满着中国智慧的创新

精神，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创新型人才。同时，当代创新文化还饱含着爱国精神，形成了新

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创新文化传统。因此，在高校创新文化建设中，要善于利用多媒体讲好当代中国的创

新故事。最后，要善于利用传统媒体业已积累的优秀资源和成熟的展现形式，结合新媒体的优势特色，做

好校内期刊、宣传栏、校内标识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和渗透。同时，各高校也要结合自身学校发展实

际，充分挖掘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依托线上线下活动，如线上校史馆、线上名师等，打造具有本学校特色

的创新文化品牌。 

（四）加强新媒体管理队伍建设 
创新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创新，因此在新媒体时代要加强对新媒体管理队伍建设，将一批具有创新理

念，敏锐洞察力的教师纳入到新媒体管理中来，从而更好把握新媒体话语范式，引入创新元素，打造精品

活动，真正将创新文化通过新媒体渗透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去。在能力培养方面，要加强新媒体管理人员

对多媒体载体、新媒体技术等的使用能力，比如：要熟练掌握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编辑、采集、传播等手

段，熟练掌握新媒体环境下各种语境的语言表达方式、宣传呈现方式等。其次，要善于利用学生资源，将

学生培养为新媒体管理人员可以使得创新文化的宣传更具有平等性、同辈性。因此，要加强对优秀的学生

进行选拔和培养，充分利用学生作为在网络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优势，使全校人员积极参与校

园创新文化建设，提高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有效性，促进校园创新文化的培养，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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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novation culture of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demand of educating people, but also the external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New Media Er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vity, immediacy, richness, etc. It’s important to take 
advantages of the new media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novation culture such as the current official culture, 
simple evaluation system, academic closure and the lack of credibility, etc. In order to develop university’s innovation culture, we can use the 
new media to carry out the core construction and the outer layer of innovation culture,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cultureand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management team. 
Key words：university culture; innovation culture；new media era；construction w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