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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引导学生认同国家的摹车经济、政治制度三个方面{e述了大学文化课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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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课是指借助各种材料进行文化阐释的 

课堂教学活动。该课的教学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诸 

多方面，在学科建构上往往融汇了德育、美育、法制 

教育以及社会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思想和原理。 

文化课除了一般课程所具有的功能之外，其文化功 

能也较其他课程更为鲜明。如果从文化的基本功能 

着手概括一下，可以看到文化课的重要作用集中体 

现在三个方面。 
一

、具有促进学生认识民族文化的作用 

1．文化课的认识和评价功能。文化课的认识 

和评价功能的产生根源于文化深层结构的功能。从 

文化结构角度看，文化现象可以分为物质、制度、心 

理三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是具有易变性的硬文 

化，在认识上居于文化体系的外层；心理文化则是具 

有极强稳定性的软文化，它位于文化体系的核心，成 

为该体系的深层结构。它主要揭示和反映着一个民 

族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民族气质等，这 

些内容既是一个文化体系数千年营建积累遗传的结 

果，又是一个民族数代人积淀而成的心理习惯。但 

凡一段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必然拥有无限丰 

富的文化现象，但是深入其实质，却是一些基本的观 

念定式、思维定式、价值标准定式的缓慢变化过程， 

如世界观的变化，方法论的变化．美感的变化等。只 

有正确地认识了这种发展的实质才可能获得本民族 

的关于世界的认识 、评价标准，才能明确是什么深刻 

而稳定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才能确切地 

知道文化本身的优点和缺点，才清楚怎样去建设一 

个属于本民族的未来。 

2．文化认知的现实意义。文化课强化了学生 

文化认知的功能，其效果体现为：第一，纠正单纯强 

调技术教育所带来的观念缺陷。一个世纪以来的工 

业化进程使得全球的高等教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削 

弱人文教育的现象，这导致了重物质轻精神和重利 

轻文的社会倾向的滋长，助长了人和社会的片面性、 

甚至是畸形的发展。为了新世纪的健康发展，世界 

各国都在高校推出人文社科类课程，以补救业已存 

在的观念缺陷。我国有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化，有取用不竭的思想文化宝库，事实上这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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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文化优势。在我们自身建设的 

过程中，文化课可以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民族文化，从 

而弥补观念缺陷，获得健全的观念系统。第二，纠正 

应试教育的体制性缺陷。长期以来，受高考指挥棒 

的影响，教学的重点和热点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的 

专业和技能方面，忽视了文化教育。我们的大中小 

学生欠缺民族文化的教育，又怎么能够深入地理解 

自己的民族文化呢?文化课的出现与发展，可望系 

统地纠正类似的体制性缺陷，为普及民族文化教育 

提供制度保证。 

二、具有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与科学文化水 

平的作用 

1、文化课的塑造功能。文化课对人的影响和 

塑造根源于文化本身的塑造功能。一方面讲，人类 

创造了文化，但另一方面，一定文化环境内的人的成 

长又受制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文化也塑造 

着人。文化对人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促进理想价值观念的建构，形成特定的理想人格；二 

是在思想人格的基础之上，具体落实自己的一系列 

文化规范，比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趣味等。 
一 个原生人经由这样的塑造过程成为具有特定内涵 

的文化人。因此，高水准的文化课对提高学生的思 

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有着明显的作用。 

2 塑造人的两个层面。现代化的过程并非是 

简单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化过程，它包含着社会层面 

的现代化，最为深刻地反映为人自身的现代化过程， 

而文化课能在观念价值和文化规范两个方面对人施 

加影响。 

①观念价值层面。文化课应将社会变化引入课 

堂教学，启发学生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不断调整和完 

善自身的观念价值体系，为学生塑造自我提供基础。 

从内容上看，现阶段的文化课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强 

化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我国有着高度发育的 

道德教育历史，但是建立在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基 

础上的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一个拒斥民主的“圣 

人价值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自觉 

地追随并服从着这一体系所拥有的道德境界，极大 

地推动了传统中国的稳定发展。但是，在经济社会 

到来的今天，重新阐释原有体系，既保持原有体系中 

的优秀成分，又引入传统“平民价值体系”中的合理 

因素，使之与现有中国的发展协调一致，是一件意义 

重大的工作。我们应从复杂的社会现实出发 ，把握 

文化体系的整合性，启发学生理解文化机制的特点 

与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为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学 

生提供观念价值基础。 

②文化规范。高等教育的直接任务是提高人才 

质量。比起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文化素质是一种更 

基本、更值得重视的素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用专 

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能成为 
一 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 

人。”因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也 

是科学，连人文艺术也可以归属于广义的科学范畴。 

如果一个人在心理文化层次上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思 

想，那么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审美趣味都 

将与科学的时代协调一致。文化课在内容的选择上 

具有特别的广泛性，许多生活中的现象都可以选作 

课堂材料，在方式的使用上，文化课通过深入浅出的 

理论启发学生感悟与审视现实生活现象，可以有效 

地扩大“科学文化”原有的狭义的内涵，丰富并加强 

科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从丽使学生在进一步获取 

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不断地形成体现科学观念的文化 

规范，从内到外整体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三、具有引导学生认同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 

度的作用 

1、文化课的认同和整合功能。一个民族的文 

化是这个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 

和，它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全民认同感。从文化的发 

展来看，民族文化的形成与进步的过程实质上是一 

个漫长的文化认同与整合的历史。一个特定的文化 

环境能不断地综合多种多样的文化因素，促使人们 

在观念上趋同，在行为上一致，形成一条拥有活力的 

文化河流。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表明中国文 

化有着惊人的认同与整合能力，将这种认同与整合 

能力引如课堂，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理解和接受国 

家的基本制度。 

2．文化认同和整合功能的实现。文化认同和 

整合功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得格外重要。首 

先，我们面临着确立主流文化的重要任务。由于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直接脱胎于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 

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在历史背 

景中由低向高依次出现，而是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 

里集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样，我们就必须借 

助文化的认同、整台和功能确立社会主义文化作为 

主流文化的地位。第二，我国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 

存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关系反映到思想意识上来 

会出现多种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多种行为模 

式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发挥主流文化的认同和整 

合功能，使社会价值观整体趋同。第三，在社会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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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过程中各种文化流派、各种思想主张都试图 

顽强地自我表现，如果希望在文化上扶正祛邪，那也 

要依赖主流文化的认同和整合功能。文化课在一定 

程度上能承担起这种严肃的任务。在设定课程原则 

时，要从文化系统上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 

文化和世界文化，用全新的阐释丰富和发展文化价 

值系统。文化课要教育学生以历史的、全面的、辨证 

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帮助他们把 

认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实践活动统一起来，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 

必然性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合理性，理解并塑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 

在当今的教育界，人文化和人道化已成为世界 

教育改革的主导趋势。和以前的观点不同，人们的 

人才观、质量观，尤其是教育价值观都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在有目的、有组织地传授社会经验，培养一代 

瓤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加大文化类课程的力度，使 

文化课系统地深人地发展下去，必将有利于学生文 

化素质的提高。 

[责任编辑：欧阳雪梅]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2001年 

高等学校建设类专业优秀教学成果评审结果 

(2001年 10月9日)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根据 1998年底奢布的《中国建设教 

育协会优秀教学成果评审办法》，于2001年初县体部署了 

20o1年优秀教学成果的评审工作。这项工作受到 了套员单 

住的高度重视，积极按评审办法的要求组织申报 经协会普 

通高教委员岔和成人高教委员会韧评把关，报 中国建设教育 

协会评审的有 24项教学成果，这些教学成果是各有关学校 

和教师近年采在教育教学改革中辛勤工作和深八研究与实 

践的结果。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组成了有同济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省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等单往的有关专蒙、教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 

工作。评审委员会于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评审会议。评 

审委员套认为，作为建设教育的社团组织，开展优寿教学成 

果的评审工作．是高棱管理体制改革后，在高等教育中推动 

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好办法，具有重要的意义。评审委员会 

认真阅读材料 充分进行计论 本着起点高、要求严、坚持标 

准、宁缺句滥的精神、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审。评审 

结果未产生一等奖。现将被评审为二、三等奖的优秀教学成 

果公布如 下 

二等奖：2项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课程体 

系改革研完与实践》，主要完成人：山东建筑工程学院肖勇奎 

等(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共同主特)； 

《(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优化的研究与耍践》 

主要完成人：广州大学潘蜀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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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10项： 

《城镇建设专业教学改革》，主要完成人：福建建筑高等 

专科学技戴志坚等； 

《环境工程专业“3+1+x”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完成人：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武用虎等； 

《土木工程专业工程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主 

要完成人：山东建筑工程学院李振兴等； 

《以评估促建设，空面提高教育质量》，主要完成人：广州 

大学于伟建等：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建筑设备安装)专业(专科)教学设 

计及培养方案》．主要完成人 四川省建筑职工大学胡晓元 

等；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宴践)课程》．主要完成人：重庆大 

学彭绪亚等； 

《建设工程铒结构毕业设计 CAI软件的设计与研制》．主 

要完成人：青岛建筑工程学院王燕等； 

《建筑垮排水与水泵站罗媒体CAI课件》、主要完成人：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洗文等； 

《基于网络技术的建筑设计辅助教学系统》、主要完成 

人：广州大学龚兆先等； 

《市政工程设计 CAD—MEcAD》，主要 完成人：华中科技 

大学昊小平等：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L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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