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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程院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 

郑文 宝 

(黑龙江工程学院 社科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摘 要] 目前的校园网络文化研究忽略了校园网络文化类型和校园网络文化主体界定的研究，而当前工程 

院校的校园网络文化又存在着现实主义色彩过浓、人文气息不足等工具理性大于价值理性的特点。打造工程院校 

校园网络文化和谐模式的具体措施是：树立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正确理念；重视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相关人员 

的人文素质；对广大师生教职员工进行正确的网络文化引导；校园网络文化应以工程文化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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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已 

经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所言及的校 

园网络文化包括由学校网络物质设施、环境构成的 

实体网络文化；由学校信息制度和方式构成的制度 

网络文化；由师生员工在网络上展现出来的世界观、 

价值观、道德等构成的精神网络文化以及通过这些 

活动表现和形成的网络文化精神。 

一

、校园网络文化研究现状分析 

校园文化建设一直为人们所重视，校园网络文 

化建设近些年也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纵观学术界关 

于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这方面 

的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大都忽略了以下关键性 的 

问题： 

第一，校园网络文化的研究深度不够，对于校园 

网络文化的类型没有区分，一并论之。我国的高等 

院校有着综合类院校、工科院校、理科院校的区分。 

不同类型院校人的知识结构是不同的，而知识结构 

又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此，不同类型 

院校在整体文化氛围上就有所区别，形成不同类型 

的校园文化。不同类型的校园网络文化在外在表现 

形式、内在构成动因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 

这些差异被许多学者所忽略。 

第二，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主体界定方面存在问 

题。众所周知，无论是主文化还是亚文化都存在着 

文化主体的问题，即文化需要有人去塑造。而目前 

对校园网络文化主体界定不明，有学者认为校园网 

络文化的主体单单是广大的学生群体，笔者却认为 

校园网络文化的主体构成应该有两大群体：学生群 

体和教职工群体。学生固然是校园网络文化的塑造 

者，但是学校的网络设施、网络文化实质上并不是控 

制在学生手中，而是掌控在具体的网络职能部门手 

中，而且广大的教职员工的网络言行又会对处于青 

春期的学生群体起到很大的导向和影响作用，因此 

除了学生群体之外，广大的教职员工也是校园网络 

文化的文化主体，广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塑造 

着一个学校的校园网络文化。 

二、工程院校校园网络文化现状分析 

由于工程院校师生的工作学习任务、思维方式、 

行为习惯等方面与综合性院校、理科院校存在着差 

射，工程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在外在形式上相对于综 

合性院校、理科院校来说就独具特色。 

第一，工程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充斥着过多的现 

实主义色彩。从事工程类学习和研究的人由于专业 

的特点这类人往往都具有极强的线性思维，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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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坚韧、重实效。做任何事情都会直奔主题，选 

择一个最为简洁、方便的途径一做到底，追求实效， 

很少考虑这个途径的外在形式是否完美，更是很少 

考虑这个途径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即在从事工 

作和学习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 

值理性。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反映到校园网络 

文化上就是校园网络文化的简单、实用，但是缺乏系 

统性和逻辑性，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实用主义 

倾向。通过对各个工程院校的校园网站分析可以验 

证这一点，大多数工程院校的校园网站风格趋向于 

简约、实用，但是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校园网站 

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的展现，而不是一个简单实用的 

工具集合。 

第二，工程院校校园网络文化缺乏人文气息，过 

于机械、呆板。校园网络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个组 

成部分，大多数工程院校校园整体文化就比较缺乏 

人文气息，显得机械、呆板，校园网络文化自然也会 

如此。表现在校园网络文化主体通过各个环节展现 

出来的非人文情怀的兴奋点不高和缺乏活力的网络 

行为上，比如工程院校校园网络传播的知识、传递的 

信息均为工程类；校园bbs讨论的主题、跟贴内容大 

都趋向工具性；校园网络言语、网络行为所表达出来 

的思维方式显得生硬、机械，等等。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因素方面。工程院 

校对于学术、学业的钻研程度要求很高，因此学术气 

氛浓厚，学习压力大，师生活跃程度自然不足。另外 

工程院校与其他院校专业学科分类不同，工程院校 

的专业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心性沉稳，长期以来受专 

业学科影响，工程院校的师生就显得过于务实、沉 

稳，反映到文化层面上就是文化的机械、呆板；二是 

外在因素方面，由于工程院校在办学思想上强调专 

门技术人才的培养，在办学过程中侧重工程技术层 

面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和研究，这样形成了工程院 

校的学生专业能力过强、人文底蕴薄弱，从而形成略 

显沉闷、滞后的整体文化氛围。 

三、工程院校校园网络文化的构建 

文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 

需要有物质设备的支持、技术人才的培养、价值理念 

指导等等与文化相关要素的参与。建设校园网络文 

化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第一，树立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正确理念。虽 

然各个高校都很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但是目前 

从事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人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不 

正确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理念，这在工程院校尤为 

突出。他们认为不定期或者定期的举办一些固定的 

校园网络活动就是完成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这些 

活动让校园网络文化从外表上看起来的确是有声有 

色，但实质却是让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向定期化、模式 

化发展。文化建设是一种心灵的建设，不能只是做 

一 些哗众取宠的面子工程，而必须从内在的角度人 

手，按照文化建设规律去做一些有实效性的工作。 

校园网络文化是一个学校所有师生面对信息社会时 

精神状态的表现。一种文化状态的建设需要漫长的 

时间和不懈的努力，绝对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塑造 

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校园网络文化，所以在校园网络 

文化建设时不能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想，而应 

该具备一种平和的心态。 

第二，重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相关人员 

的人文素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离不开网络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网络技术人员的参与。网络职能部门在 

设定硬件设施的同时要体现出一定的文化趋势、倾 

向。工程院校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传播技术方 

面优于其他的综合性院校，但是在网络技术的文化 

展现与和谐沟通方面却不如综合性院校，还存在着 

一 些缺陷，例如网络基础设施的人性化设计到外观 

的包装、整体布局到各个具体部门的沟通细节、承载 

的系列内容到内容的展现形式等等各个方面都略显 

生硬，过于简单、机械、呆板。而校园网络基础设施 

的基本建设掌握在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手 

中，因此在进行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或者在 

建设过程中就需要对这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人 

员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熏陶，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 

使他们在坚持技术理性的同时不忘价值理性，并将 

二者有机的结合，打造一种和谐的校园网络文化。 

第三，对广大师生教职员工进行正确的网络文 

化引导。在网络社会里，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 

使得所有网民的个性都能得到极大的释放。如：一 

些师生沉迷于大型网络游戏、网络聊天、黑客软件研 

究等方面。但校园网络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和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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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允许存在着过强的不和谐音符。因此需要对 

这些师生进行及时而正确的引导，让他们能自觉杜 

绝这些庸俗的网络兴趣，培养他们多方面的认知兴 

奋点，进而打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文化。 

第四，校园网络文化应以工程文化为主导。网 

络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而校园网络文化却应该 

有一个主导文化。各工程院校经过多年的发展会形 

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工程文化，校园网络文化应该以 

自己学校的工程文化为主导。在校园网络文化中大 

力宣扬学校独具特色的工程文化，实质上是在向全 

世界宣传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同时，校园网络文化以学校 

的工程文化为主导，对于培养广大师生的专业工程 

人格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工程院 

校在打造校园网络文化的时候应该有意识地从各个 

角度渗透、宣扬本校独具特色的工程文化、工程理 

念，进而创建适合本校发展的良性校园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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