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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高校校报在和谐校园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 

东北石油大学    刘嘉诚 

一、高校校报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高校是人才聚集的阵地，是人才培养的摇篮。高校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构建和谐高校校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

校作为一个微缩的社会，有其独具特色的人际生态，主要表现为社群的集聚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矛盾综合体，是各种文化、各种观

念相互撞击、相互激荡的中心。因而，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也必须而且应该将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所以，对于高校而言，构

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打造和谐校园，从而为和谐社会提供高科技智力支撑和高素质人才保障。 

打造和谐校园，是学校建设和谐社会的一种具体实践。所谓和谐校园，是与和谐社会融为一体的，应表现为：作为教育主体的

师生员工关系融洽友好，校园内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少数民族与汉族师生情同一脉，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各种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

动，各种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各种矛盾和问题得到有效处理。是既有自由、民主，也有公平、公正；既有协作、竞争，也有纪

律、秩序；既有稳定、团结，也有理想、信念形成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协调发展的校园氛

围。 

在和谐校园的建设中，作为党委机关报的高校校报，是高校校园内的主导媒体，责无旁贷地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话语平台，具

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部于200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报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校校报是高校党委的机关报，是高校

校园内占主导地位的媒体。高校校报是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

明建设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学校联系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要纽带，是展示高校对外形象和塑造学

校品牌的重要窗口。高校校报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高校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校报担负着在高校引导舆论、交流信

息、弘扬新风、培育新人、维护稳定和繁荣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 

为此，作为高校的主流新闻媒体，高校校报必须增强责任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高舆论影响力，在和谐校园建设中，

承担起校园话语权的重要使命，积极促进学校各类发展的和谐、各类建设力量的和谐、各种思想观念的和谐、各种利益关系的和

谐，把师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到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校园的共同理想上来。 

二、高校校报在和谐校园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 

在和谐校园建设中，高校校报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

人”的原则不动摇，充分发挥舆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桥梁纽带、文化园地等功能，积极为和谐校园建设服务。 

1．充分发挥校报的舆论导向作用，形成积极的舆论强势，营造和谐校园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 

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和谐校园建设更离不开正确的舆论支持。正确的舆论能够凝聚人心、振奋精

神、激励斗志、促进团结，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校报作为重要舆论宣传工具，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理所当然地、及时准确地传达校党委的正确主张和决策，团结和激励广大师生员工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和党的教育方



针而奋斗。因此，在高校校园内具有覆盖面广、信息资源丰富、传播可信度高等优势的高校校报，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

针，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校园生活主流，抓好重要言论和典型报道，积极引导人们关心热点、

难点问题；全面把握政治导向、思想导向、价值导向、行为导向、知识导向和审美导向等新闻舆论导向，利用话语权优势，形成积

极的舆论强势，增强师生们投入到和谐校园构建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感、使命感。同时，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不断消

除校园中不和谐因素，为和谐校园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充分发挥校报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营造和谐校园建设的良好育人氛围 

高校校报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载体，

在对广大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和谐校园建设过程中，高校校报要加强思想引导和思想教育功

能，充分发挥办报育人的作用。 

高校校报报道范围宽、覆盖面广，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高校校报应想方设法成为师生员工的精神家园，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思想道德基

础，有效抵御西方负面的哲学思潮、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冲击，为构建和谐校园乃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在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校报要把握规律和特点，联系形势、结合实际、创新形式、贴近生活，不断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 

3．充分发挥校报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畅达的交流与沟通平台，营造和谐校园建设的民主氛围 

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校报发挥着联系师生、联系家长、联系社会的重要桥梁纽带作用。校

报的权威性、群众性，加之沟通的便捷和及时性，使其在和谐校园建设中既是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对象，又反过来对和谐校园

文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高校校报是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后勤、思想状况、师生动态、对外交往、文化生活等各种信息的综合性报纸，在高校里

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沟通学校各方面工作信息、师生思想信息等作用。当然，校报不是一个简单的“传达室”、“传话

筒”，它在联系和沟通过程中，要起到化解矛盾的协调疏导作用。构建和谐校园与构建和谐社会一样，就是要使学校“在妥善处理

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胡锦涛语）。校报只有在与师生、家长和社会的联系过程

中，坚持以人为本，搭建起畅达的沟通平台，真正实现新闻的人民性与和谐校园的人本性在新闻宣传报道中的完美融合，才能在推

动和谐校园建设的进程中显示出新闻的魅力，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 

4．充分发挥校报的文化园地作用，传扬人文精神和大学精神，营造和谐校园建设的良好文化氛围 

高校是创造文化、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高校校报则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园地。充分发挥文化园地作用，是校报积极推

进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举措。 

和谐校园的文化精神应该是：以人为本，充满生机活力，富有科学理性而又体现人文关怀。因而，高校校报在学校的管理、教

师科研、学生能力培养、学生就业、学生心理成熟等方面要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潜移默化地传扬人文精神和大学精神。要充分发

挥师生创作作品展示平台的效能，高效高质地编辑出版师生新创作出来的思想性强、专业性强、信息量大的作品，鼓励师生不断创

作教研性论文、思辨性评论以及反映自己心声的散文、诗歌、摄影等作品，充分展现师生的能力和才干，提高师生的审美品位和综

合素质，从而使校报成为展示学校精神文化风采的窗口，服务广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平台，提升师生员工综合素质的工具，引领和谐

校园舆论方向的坐标。 

三、高校校报更好地发挥作用还需解决好三个问题 

高校校报在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还要努力克服自身的制约因素，在和谐校园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1．解决校报周期长、版面少、时效性差、内容有限的问题。借鉴社会媒体的成功经验，将新闻策划引入到校报的采编工作

中，在新闻的深度和思想内涵的挖掘上下工夫。根据高校的建设发展、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和构建和谐校园的要求，遵照新闻规

律，对校园里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及热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制定出具体系

统的采访方案和报道计划，通过新闻专题的形式，予以全方位报道，从而取得最佳宣传效果，增强校报的可读性。 

2．解决校报在报道内容与形式上缺少鲜活气息、看上去呆板僵硬的问题。吸取专业报纸的办报经验，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全面

调整。在新闻报道上，创新会议报道方式，突出重要新闻，在拟定题目时突出新闻点，对重大事件进行立体化、全景式报道，设立

专题、配发编者按、刊发评论，还可采用“相关链接”方式充实材料；加强新闻专栏、言论建设，改变栏目少、言论不足的现状；



同时，加强版面设计的美学意识，改变设计形式相对单调、版面拥挤、缺少留白、图片效果不强的状况，增强校报的和谐美感，提

高报纸的吸引力。 

3．解决校报会议报道多、领导活动多、工作性总结多、口号类语言多的问题。改进校报新闻文字干巴、套话连篇、生硬的文

风，多用群众语言说事说理。在和谐校园的建设过程中，校报要追求鲜活的文风，使用时尚轻松的写作方法，善于在会议、发言、

领导活动中挖掘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不写官话、套话，多使用鲜活富于人情味的语言，使受众感到可亲、可信，增强校报的亲和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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