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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文精神看和谐校园建设 
 

田 雯 

（南方医科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州 510515） 

 

    摘 要：我国高校在“和谐社会”的大主题下努力构建和谐校园，这一任务任重而道远。笔者从人文

精神的角度来探讨和谐医科校园的构建，认为无论是从高校的全面发展还是从良好人际关系的营造，抑或

个人健康心理的形成，人文精神的大力弘扬都势在必行。同时，笔者还就如何以人文精神来构建和谐医科

校园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人文精神 和谐医科校园 内涵 意义 

 

 

  1.“人文精神”与“和谐校园”的内涵 

  1.1“人文精神”的内涵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古来有之。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曾写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指出为学之道在于使自身光明的德行彰显，在于使他人自新，在于达到一种完善

的境界；道家思想中提出“自然无为”，体现了对个体生存样态和生命的尊重，中华民族有着浓厚的人文

精神。西方的人文精神也是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就有哲学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求

真、求善、求美的呼声一直不绝如缕。归结起来，“人文精神”的内涵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高

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健全和理想的达成；谋求个性解放，建立自由、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秉承

理性原则和主体意识；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索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和历史使命感，以及永恒的道德精神；倡导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1]勿庸置疑，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世

界的巨大财富。 

  1.2“和谐校园”的内涵 

   “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孔子说“和为贵”，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都体现了一种“和谐”观，我国政府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的“和谐”观，全面分析了当下中国的形势和任

务，提出了“和谐社会”的重大主题。我国高校在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大形势下，正努力构建“和谐校

园”。“和谐校园”，就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秩序井然的校园环境。它以校园为载体，以内和外

顺、同舟共济、政通人和、稳定有序为主要特征，是实现学校教育各个子系统或要素全面、协调、自由、

充分发展、良性互动、整体优化的教育理念[2]。 



  从“人文精神”和“和谐校园”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和谐”观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要构

建和谐校园，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倡导。而对于医科类高校，要构建和谐的医科校园，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氤

氲。      

  2.人文精神对构建和谐医科校园的意义 

   在整个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精神从被弘扬到衰微，再到如今慢慢复苏，其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认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说：“大学虽然不是以人文为主，但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

面，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3]。对于医科类院校尤其如此。因为其学科设置的专门性，使得重医轻文的

现象极为严重，在对医学生做的大量调查中，发现他们的人文知识极为薄弱。这种人文精神的缺乏，将对

于我们构建和谐医科校园存在着很大的阻碍，因为人文精神将直接影响到和谐校园的成败与否。 

  2.1 人文精神是高校全面发展的需要 

  校园要获得和谐，离不开高校的全面发展，离不开高校综合实力的提高。没有发展，和谐就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而如果欠缺人文精神，高校的全面发展也将无从谈起。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是

高校的三大职能，一所高校如果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三项职能，必然是全面发展的高校，也必然是和谐校

园。而无论是培养人才，还是发展科学，或是服务社会，都需要人文精神的力量。现在的社会对医学人才

的衡量标准日趋严格和完善，仅仅具有医学专业知识，而不具备济世的胸怀，广博的知识，不懂得团队精

神，难以与人沟通的“专业医师”将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医科院校应该培养的是德才兼备，科学与人

文并举的复合型医学人才。要发展科学，没有人文精神，其视野会受限，其境界会降格，很难做到触类旁

通，高屋建瓴，在医学的研究道路上必然会阻挠重重。服务社会就更与人文精神密不可分，唯有“天下为

公”、“治病救人”的抱负，才能够有激情、有毅力把一切有利于社会的医学知识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

务于大众。 

  2.2 人文精神是良好人际关系营造的需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决定了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人的价值的实现必然

要在社会中得到体现。这就决定了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医科院校，各种关系层层叠叠，有学校与医

院的关系，有各个院系之间的关系，有领导之间的关系，有老师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还有老师与学生之间

的关系等等。因为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所属背景、个人性格等等的不同，必然导致在各种关系中会存在

不和谐的因素。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待于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有待于健全的法律调解机制，也有

待于人文精神熏陶下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因为关于内因和外因，对于事物发展占主导作用的还是内

因。只有当人接受人文精神的感召，懂得大局与小我的关系，懂得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具有较高的人文

素质和道德境界，才能够凡事以和谐的态度、和谐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建和谐校

园。在现在这个愈来愈多元化，社会关系愈趋向复杂的社会，人文精神更加弥足珍贵。 

  2.3 人文精神是人的健康心理形成的需要 

  在当代社会，机遇与诱惑并存，动力与压力共生，社会给个人提供了多样的机会，但也带来了压力、

浮躁等一系列不良的心理问题，医科院校的这种现象更是凸现。医学老师科研压力过大，面对利益的诱惑

太多；医学学生学业繁重、生活过于单调……在对我校所有在校研究生进行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结果

表明17.17％的医学研究生存在心理问题，其中影响医学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学习（2

7.88％），人际关系（22.13％）和分配问题（21.15％）。一旦这些心理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宣泄和排遣，

累积下来，往往会形成心理障碍，甚至发生心理和行为的异常，那么要构建和谐的医科校园就无从谈起。

要获得健康的心理，就必须在内心世界有一个良好的调解机制，维持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这就需要人文

精神的熏陶。古今中外大师们的人格风范，中国传统文化中“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修身养性，各

种人文精神中所蕴涵的进取、自由、超然、散淡的内质将抚慰人内心的焦躁、不安、怨恨、嫉妒，并以一

种积极的姿态来面对挑战和生活。只有当人们的内心得到了和谐，我们的校园才会是真正的和谐校

园。      

  3.以人文精神构建和谐医科校园的举措 

  人文精神对于构建和谐医科校园具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在医科院校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就势在必行。

如何在医科校园使人文精神满山遍野开遍，深入到每一处角落，每一个人心，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工程，笔

者就此提出一些举措。 



  3.1 转变办学理念 

  现代教育观念认为教育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生

活，学生要形成一种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道德精神，

这就需要医科院校在办学理念上有所转变。医科院校要打破文医分家的局面，争取办拥有文、理、医等学

科的综合性院校或者是文医渗透的专业性院校。医科院校不仅要培养医学生，也要培养文学生、法学生、

理学生；不仅要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医学生，也要培养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医学生。办学理念的转变

需要决心和魄力，其关键在于院校领导的重视和推动。我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校领导的大

力推进，现在学校不仅有强大的医学教育，同时也开设了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甚至还有对外汉语的教

学。学校办学理念的转变带来学科的丰富，文医的相互渗透，使科学与人文并举，必将对和谐校园的构建

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3.2 让人文精神走进课堂 

  课堂是学校最为重要的阵地，要以人文精神来构建和谐医科校园，就必须让人文精神走进课堂。首

先，要优化课程设置，把人文教育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在医学生中，要把思想政治的理论课，大学语文

的人文欣赏课作为必修课切切实实得到保证，同时也应该多开设一些文学、历史、艺术等人文方面的选修

课，甚至可以聘请人文方面的知名教授为客座教授定期讲课，让学生走进人文课堂，就能够得到真、善、

美的陶冶和教育。在课堂上可以给学生多开一些人文阅读的书目，学校可以加大人文图书经费的投入，让

学生把人文阅读变成一种自觉。其次，教师应该加强人文修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在课堂上的一

举手，一投足，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所以教师应该加强人文素养的教育和培养，让教师自身把人

文精神带进课堂。同时，也可以倡导名师上讲台，名师给本科生授课。名师之所以成名，不仅在于其业

精，更在于其德高，名师的大家风范和崇高人格必然会感染学生，让人文之风吹绿校园，吹绿人心。 

  3.3 营造校园人文氛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文精神的拥有也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在于平时点点滴滴的累积。

所以，人文精神在办学理念上得以支持，在课堂上得以保证，但它更需要在平时的校园生活中得以营造一

种浓厚的人文氛围，让大家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这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开办大量的人文讲座，邀

请知名教授和各界人士来校讲学，用他们的学养、品格、人生经历来现身说法，激励师生。还可以举办各

种各样的科技节、艺术节等等，这次我校55周年校庆，举办了科技文化活动节，演讲、辩论、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邀请国家名师开设戏曲讲座、书画比赛……多种多样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师生们的活力和创造

力，也极大地提高了师生们的人文素养。除了讲座、各种活动节，医科院校还应该充分地利用各种学生社

团来进行人文精神的宣传。社团活动具有着长期性、延续性，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可以通过电影欣赏、

名胜游览、研讨会、各种体育比赛等等形式，让社团成为学生们精神的栖息地。这样，人文精神的“千树

万树梨花开”，必将有力地推动和谐校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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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条同类新闻： 

● 关于课堂教学的几个问题 

● 中医药大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应当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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