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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高校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培育体系建设

宋 俊 丽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文化自觉意识淡薄、文化自省乏力导致国内理工科高校普遍存在着文化培育体系

不健全、文化软环境薄弱等问题。首先论述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国内理工科高校文化

自觉与自省的必要性，然后从科学技术形态中的文化研究、职业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化的科学技术形态化意识方面提出了培育理工科高校文化体系的一些思考，最后简谈了

技术西学中的理工科高校实现文化自信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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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未来五年文化

发展方向是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随
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文

化发展、文化创造的高度重视与高度自觉。国内

理工科高校目前的文化意识如何？其在我国文化

繁荣进程、核心价值观培育、文化产业发展中应有

什么样的承担和作为？如何增强文化的自觉性、
建立健全文化培育体系？如何在技术西学的氛围

中构建学生的文化自信？结合国内理工科高校实

际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希望能对

理工科高校的文化建设有所助益。

一、国 内 理 工 科 高 校 文 化 自 觉 与 自 省

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部分理工科特色重点高 校 在 将

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作为发展战略目标后，发

展了诸多硬件，却往往忽视了文化软环境建设，没
有把建设现 代 大 学 文 化 真 正 纳 入 到“２１１工 程”、
“９８５工程”的发展规划中，并认真地付诸实施，［１］

非重点的理工科高校更是普遍存在着文化自觉意

识淡薄的问题。文化自觉意识淡薄、文化自省乏

力导致国内理工科高校普遍存在着文化培育体系

不健全、文化软环境薄弱、文化精神存在明显冲突

等问题，加上理工科高校技术西学的特点，使得许

多理工科高校不自觉地存在着一种盲目崇拜西学

技术的风气，许多理工科高校满足于躺在二次创

新的温床上沾沾自喜，着眼未来的人本大爱观念

缺失、急功近利思想作祟，原创力不足、技术创新

中的文化支撑不够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多数理工科

高校跨越式发展的瓶颈。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理工科

高校不应该只是坐而观之，也不能仅仅只是热热

闹闹、唱唱跳跳在活跃校园文化上表演表演完事，
搞理工的人文化缺失造成的危害远比搞文科的人

文化缺失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因为科学技术领

域、工程建设领域中的人文精神缺失造成的破坏

力更大，甚至有的时候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对

国家建 设 造 成 的 危 害 是 难 以 估 量 的。豆 腐 渣 工

程、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社会监管缺失的问题，
其实在从 业 人 员 的 教 育 环 节 上 一 开 始 就 存 在 缺

失，培养工程师的大学从意识里就缺乏一种明确

的对从业操守的教育与引导，使得一些从大学出

来的工程师们缺乏一种行业操守的敬畏感，在工

作中无所不为，缺少一种应有的道德底线意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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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成为危害社会的千古罪人。所以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对于理工科高校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

契机，理工科高校到了必须强化文化自觉与文化

自省的时候了。

二、关 于 理 工 科 高 校 文 化 培 育 体 系 建

设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教育部通过评估等方式也促 使 一 些

理工科高等学府在大学精神挖掘、文化素质课程

建设、校园文化培育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也使得

大学文化氛围总体有所提升，但是总的来说还是

给人 一 种 宥 于 校 园 之 内、就 文 化 谈 文 化、热 热 闹

闹、唱唱跳跳的浮泛感，在精神追求上缺乏一种深

入人心的力量，在文化氛围培育上缺少一种大时

代的底蕴感，在体系建设上缺乏与当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困惑、问题相对接。当然，
高校文化建设是个渐进的过程，其文化功能也存

在着点滴渗透、氛围浸染的长期性特点，并且不能

和其教育功能、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功能相脱离，
尤其是理工科高校的文化建设更有其独特性，其

文化培育体系的完善还需要进一步解掉一些背在

思想上的包袱，还需要一种充分的文化自觉与自

省意识。

（一）科学技术形态中的文化研究问题

“科学”与“民主”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成为中

国大学文化变革的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和传播

为我国建设现代意义的大学奠定了科学基础，也

使中国现代大学文化成为区别于儒学书院文化的

重要文化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以理工科大学的

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为标志，
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知识动力

和人力资源，“民主”与“科学”更成为中国现代大

学体系中地位显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传承科

学精神和技术传统的重要教育典范。［２］然 而 科 技

日新月异 的 发 展 已 经 在 大 学 中 细 化 成 了 诸 多 学

科，这诸多学科在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精神特点、
技术特色、人文内涵，显然仅仅用笼统的科学精神

和技术传统来概括科学技术形态中的文化内涵未

免太大而化之了，不利于把这种科技中的文化精

神传承下去，如果理工科大学是精英教育多数学

生尚能通过悟性传递下去，而大众教育就比较令

人担忧了，大众化教育的特点就决定了一些学生

从老师手里学到的只是技术，有的甚至连技术也

只是一知半解，这样的人到了工程实践中，进了与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化工等行业会干出什

么就不敢想象了。缺少了科学精神和技术人文传

统的技术人员对于社会应该说是可怕的。科学技

术形态中的文化研究如科学的精神旨趣、科学的

学术品质、科学的社会体制、工程的哲学法则、技

术的人文传统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命题，近

几年国内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比如工程哲学的研

究，但是就深度和广度来说离社会的需要、学生的

需求都还很远。

（二）职业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问题

职业文化是人们在长期职业活动中逐步形成

的价 值 观 念、思 维 方 式、行 为 规 范 以 及 相 应 的 习

惯、气质、礼仪与风气，它的核心内容是对职业使

命、职业荣誉感、职业心理、职业规范以及职业礼

仪的自觉体认和自愿遵从。观念文化是文化生态

的核心，是一种隐性文化，具有内在性、超越性和

创造性的本质特征。职业文化教育不仅仅是提升

学生就业能力的就业指导教育，更应该做的是让

学生形成一种对职业的神圣感、使命感，理解职业

的社会文化意义，增强从业操守的自律感。［３］

建国以来，文化重建或社会主义文化 建 设 的

一个特点就是只重视文化方向与文化整体的把握

和倡导，忽视各具体领域的文化建设，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缺乏具体的文化支撑和操作规范。因此

职业服务的意识和规范长期处于虚置状态。
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重心逐步实 现 了 从

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移。如果说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职业主要受制于政治力量，那么在向市场

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则成为支配各行业

的行动准则，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制约力量以及

对市场经济的简单操作和片面理解，各职业都倾

向于单纯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的核算，因此造

成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包

括从高等学府走出来的大学生职员人生观、价值

观扭曲，忽视职业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工作中任意

妄为，对社会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任务，这一任务的落实在高

校不应该仅仅只是进“两课”教育的课堂，而更应

该和职业文化教育相结合，在加强科技行业文化、
职业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传承中实现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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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化与认同，把行业、职业文化精

神与行业职业规范化、自律化意识纳入到高校学

术研究、课程设置、校园文化建设中，如果能使中

国现代职业文化中的人文关怀、诚信为本、职业平

等、职业尊严等理念在大学生中牢固地生根开花，
那么大学生就业流动的特点就决定了他们将会在

社会上掀起一股先进的健康的职业文化理念，如

是，则离荡涤现今社会生活中充斥的对职业意义

的追求过于功利化、单一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诚信

缺失、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职业道德水平低下、坑

蒙拐骗时有发生等现象也就不远了。

（三）文化的科学技术形态化意识问题

按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

求，到二○二○年，我国的文化产业将发展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

竞争力要实现显著增强的目标。但是，毋庸讳言，
目前，我国一些文化行业的文化产品生产在国际

市场上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文化产业领域普遍

呈现“小、弱、散”的状况，多数文化企业规模偏小，
经济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在一些与高新技术结

合的新兴业 态 中，也 大 量 地 呈 现 出“为 他 人 做 嫁

衣”的“纽扣现象”，［４］这有文化含量的原因，也有

科技含量的原因，其实更是“文化科技”人才缺乏

的原因，因为一个行业的发展状况说到底还是人

才的问题。
在我国，“文化科技”人才的短缺现象还较为

严重，“文化产业”还缺乏相应的学科地位，“文化

科技”人才没有相应的培养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 文 化 科 技 乃 至 文 化 产 业 的 发 展。要 解 决

“文化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教育部

门尽快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根据文化产业

所需，加快学科建设步伐，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的

普通理工科大学进一步重视文化教育，通过各种

方式包括必修课程的设置、校园文化建设、艺术教

育基地等扩大文化资源，让理工科学生接受不同

层面的、不同类型的、不同风格的、不同内容的、丰
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尤其是国学的民族的历史文化

积淀，因为文化素养的提高，实际上是一个相互激

荡、相互激励的过程，在多种形式、内容比较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环境里成长，本身就是一个

熏陶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内化。只有内化了的

文化才能在科技创新中产生灵感的火花，才能产

生出真正的文化与科技的结合与贴合的创意。

所以“文化科技”人才的培养需要专门的文化

产业学科设置，更需要普通理工科学生与搞人文

科学的人在一种文化资源中相互激荡、相互激励、
相互熏陶，“文化科技”人才的形成一方面是人文

学科的人要有寻找科技支持的意识，同时也更需

要搞理工科的人主动把科技运用到人文资源上去

的意识，也就是一种文化的科学技术形态化的意

识。如果每一个理工科高校的学生都有这样一种

意识，那么“文化科技”人才将会遍地开花，“加速

文化产业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也就不再是一句

浮泛的标语口号，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也就将

真正到来。

三、技 术 西 学 中 的 理 工 科 高 校 文 化 自

信的构建

技术西学是理工科高校不争的事实，如 何 在

西学中建立起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自信来源于

自觉，对于理工科高校来说，自觉，一方面是对科

学技术形态中的文化含量的自觉，一方面也是对

民族传统、对已经取得的包括文化的、科技的优秀

成果的一种高度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高度认同。
面对现在全球化的过程，自信的心态 应 该 是

一种从容的心态，既有乐于学习世界的、尊重甚至

包容他民族发展的一种开放心态，同时也应该有

一种能把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技术、产品拿向世

界的担当心态，这种敢于拿出去的担当心态也是

自我尊重的一种体现。自信就是在尊重他人与尊

重自己中找到一种平衡，只知尊重自己而不知尊

重他人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只知尊重他人而不知

尊重自己就是盲目崇拜。
而要想做到尊重自己就首先得了解 自 己，了

解自己的传统与特色，在了解中产生认同，在认同

中萌生自尊，所以说尊重来源于认同，认同来源于

认知。在国内理工科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国学文化

荒漠化的现象，大多数理工科高校的课程设置中

没有国学方面的必修课，前几年大学语文课程必

修与否的争论最后也以多数理工科高校的抵制而

告终，就是少数的几门文化选修课也总是被调来

调去，越调越少，减负就减文化课几乎在理工科高

校中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没有基本的民族认

知就 不 可 能 有 认 同，没 有 民 族 认 同，何 来 民 族 自

信？

如果科技的学习一开始就能够与国 学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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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传统联系起来，能够把科技的元素和国学

特色相结合，那么在日后的科技产品创造中才有

可能凝练中国特色、中国气韵与中国风格，如是，

就不仅是科技对文化产业的加速与推进，同时也

将会带动中国的科技突破模仿式窠臼走上跨跃式

发展的宽广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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