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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坪料应率半卒化特征
, 刘华东

大学校园的规划是学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

是实现办

学功能的首要环节
。

校园规划必须以学校的办学定位为基

础
,

不仅应具备良好的使用功能
,

以满足培养人才的需要
,

而且还要营造高品味的校园环境
,

体现大学的精神和文

化
。

大学校园是学校办学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载体
,

一代又

一代萃萃学子走出校园
,

对清雅整洁
、

恒久特色的校园环

境都会留下永恒不灭的记忆
。

一
、

校园文化是学校特色的核心体现

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应该具备
“
四大

” ,

即
“

大师
、

大楼
、

大树
、

大气
” 。

大师不必赘述
,

这是办学的最高追求 目标
,

也

是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
。

所谓的大楼
,

不是追求建筑的宏

伟
,

而是强调校园需要一批具有现代特征
、

功能齐全
、

具有

人性化的建筑物体
。

大树
,

是指校园的绿化和美化
,

泛指校

园的景观
,

它是校园文化的语言符号
,

其布局结构
、

风格特

征体现着大学的品味
,

是学校悠久历史积淀的外在体现
。

大学之大气
,

主要包括办学理念
、

文化传统
、

学术氛围
、

治

学态度等
,

强调一种博大的气势
,

探求真理的真谛
,

表现在

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

在思想
、

文化和科

技方面
,

引领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步伐
。 “

四大
”

体现着一

所学校的整体实力和精神风貌
,

其中蕴含最基础
、

最根本

的核心价值
,

就是大学所特有的校园文化
。

校园文化是一种追求真理
、

崇尚学术
、

严谨求实的文

化
,

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
、

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
,

它体现

了办学特色
,

反映了办学理念
,

展示了精神文化
,

同时也是

引领学校发展
,

体现学校价值
,

追求更高办学境界的推动

力
。

校园文化的品味直接影响教育环境的品味
,

影响大学

所造就人的品位
。

校园文化一般包括环境文化和精神文化

两个方面
,

环境文化主要指建筑
、

设施和校园
·

的自然景观

精神文化主要指人文环境
、

校风
、

教风和学风 以及文化氛

围等因素
。

校园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
,

美的环境

可 以陶冶美的心灵
,

对大学生 的人格完善起着潜移默化的

催化作用
。

随着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步伐
,

许多高校扩建新

建
,

在校园规划方面
,

对大楼的体量
、

高度
、

现代化的程度

越来越关心
,

建筑体量越来越大
,

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

但是对表现这些建筑的品味和灵魂的文化品味关注的不

够
。

许多学校
,

一谈到规划就是 比校园的规模
、

建筑物的雄

伟
、

标准的高档
。

学校最高档的是什么 是文化
,

是精神
。

没

有文化
,

没有精神
,

就没有教育的高档
。

校园文化是大学间

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
,

也是学校特色的核心价值体

现
。

一所高校只有蕴育了丰厚而先进的文化内涵
,

才会具

有鲜明的个性
,

形成独特的风格
,

成为学校的形象和灵魂
。

二
、

校园规划应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

校园的规划应充分发掘校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

特别

要注重结合学校的文化特色
、

历史特色和地域特色
,

浓厚

校园文化氛围
,

体现传统文化特征
,

营造具有鲜明个性的

大学校园
。

校园的整体规划
,

应与校园文化相融合
,

与自然

相和谐
,

与育人相协调
,

将大学特有的无形之精神文化与

有形之环境文化相结合
,

发挥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
,

使

人一走进校园就能感受其独具特色的魅力
。

校园规划应创

造出一种情景
、

一种氛围
、

一种情感和一种品味
,

有效的教

育是熏陶和感染
,

使受教育者一走进大学校园就能 自觉地

发现
、

体验和感悟
,

从而升华一种精神
。

建筑风格应该有个

性
,

但是体现学校个性的最核心的是文化个性
,

所 以如何

在建筑规划和建设上
,

体现学校特有的文化个性
,

这是校

园规划最核心的问题
。

在校园规划过程中
,

应始终把校园文化建设纳入其

中
,

并贯穿始终
。

一所大学的文化积淀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在建筑物上
,

不同时代所形成的不同风格的建筑特征
,

把

一所大学的历史结合交融在一起
,

记录着大学的辉煌和前

进的踪迹
。

对历史形成的建筑不易随便改变外表特征
,

确

需改造或维修
,

应力求保持原有的风貌
。

有的高校把旧的

楼房外表进行彻底改变
,

重新装潇
,

把精力和财力放在外

表装饰上
,

实质上割断了历史的痕迹
。

国外许多著名大学

的建筑多有简洁朴实的风貌
,

不崇 尚复杂豪华
。

单纯对于

校园石刻来说
,

优美的字体
,

字体后面的人
,

创造字体的人

的品格
、

经历
、

学识和精神
,

就是一部 内容丰富的教科书
。

有的校园内耸立一块
“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

的石刻
,

这不仅

是校园美化之景
,

其格言彰示了最基本的教育理念
,

也是

教师 自律和教育 自律的传统理念
。

校园的规划应遵循
“

适度超前性
、

科学合理性
、

功能完

整性
、

主体突出性
”

的原则
,

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
,

尊

重专家的主创作用
,

吸收同行的认同作用
。

坚持功能齐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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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恰当的原则
,

注重功能和设施的完整性和配套性
,

不

追求奢华
,

不追求高标准
、

高档次
,

重点体现简约大方的大

学传统
,

体现文化的精髓
,

力求实用和美观相统一
,

使用与

教育相协调
。

三
、

校园规划应孟视环境文化的育人功能

校园环境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外在表现
,

它以校园的建

筑
、

景观等要素为主要载体
,

是在校园建设的过程中逐步

形成的
,

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校园

环境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如果说校园文化是

学校的灵魂的话
,

那么校园环境文化就是学校的躯干
。

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

其中环境是重

要的因素
,

环境对人有一股强大的心理暗示力量
。

正是因

为环境的这种育人性
,

所 以在现代大学建设中
,

对校园环

境的建设是非常重视的
。

环境不仅是学生生活的空间
,

也

是培养学生文明素质的载体
。

校园环境是校园文化的载

体
,

文化一旦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 自觉
,

每个

人就会 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
。

制度具备强制功能
,

是硬规

范
,

文化是软实力
,

是靠人的修养
、

自觉意识和社会良知来

约束
,

是柔性规范
。

制度不可能尽善尽美
,

无所不包
,

但修

养和社会良知却人人都有
,

并且伴随人的一生
,

无处不在
,

无时不在
。

环境的影响具有巨大的力量
,

走进一所大学校

园
,

马上就能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气氛
,

或凝重厚实或活力

四射
,

或幽雅肃静或温馨和谐
,

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氛围
,

这种氛围貌似无形
,

却无处不在
。

所以在校园环境建设中
,

要形成浓厚的立体环境文化
,

使一草一木都能起到教育

人
、

启迪人的作用
。

同时
,

由于校园建筑的高密度和建筑造

型
、

装饰
、

绿化及小品所构成的许多校园景观的典型性和

完美性
,

使大学生始终处于主动或被动欣赏的态势
,

无时

无处不在接受校园环境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

校园环境文化

的这种持续性和强制性
,

自然而然地对大学生群体产生 了

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
。

一所大学在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风雨洗礼后
,

所形成的校园环境文化对大学生 的心理素

质
、

审美情趣
、

人格完善以及生活信念等都有着潜移默化

的重要影响
,

用优美的校园景观激发学生的爱校热情
,

陶

冶学生关爱 自然
、

关爱社会
、

关爱他人的美好情操
。

在校 园环境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

应针对学校的历史
、

学科特点
、

校风和学风
,

注重形成 自身特色
,

如置放学校著

名人物的雕塑
、

名言以及象征学校学科特点的雕塑
,

不仅

能很好地改善校园景观效果
,

还可 以增加校园学术氛围
,

使校园环境成为对学生进行爱国
、

爱校
、

爱专业教育的基

地
,

充分发挥环境文化的育人功能
。

笔者曾去加拿大一所

大学访问
,

发现在工程学院门前非常醒 目地树立着一块铁

轨的雕塑
。

据了解
,

这是该校毕业的一名工程师设计的铁

路桥因为设计问题造成事故
,

后来为了醒世后人
,

该校把

铁路桥的一块铁轨制成雕塑放在学院的大门口 作为学校

的永远纪念
。

同时把发生事故的铁轨作为原料制成戒指
,

学院的每一个毕业生在取得毕业证的同时也得到这样一

个戒指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个雕塑所蕴含的意义已经成

为学校的一种文化
、

一种精神
,

成为科学
、

严谨的代名词
。

四
、

科学合理地统筹两个校区的规划

目前
,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拥有东营和青岛两个校

区
,

两个校区历史不 同
,

条件不 同
,

复杂性也不一样
,

对两

个校区进行科学的规划
,

既是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要

求
,

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
。

经过 年的建设和发展
,

东营校区 已成为基础设施较为齐全
、

功能布局较为合理的

大学校园
。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处盐碱区等因素
,

校

园规划和建设标准不高
,

系统性和规范性不够
,

校舍
、

道

路
、

水电暖管网腐蚀
、

老化相当严重
,

这是 目前无法改变的

客观现实
。

青岛校区由于建设时间短
,

虽然建筑新颖
,

但是

设施和功能还很不完善
,

属于边运行边建设的状况
。

随着

两校区办学定位的确立
,

东营校区应以
“

巩固与完善
”

为原

则
,

注重民生
、

注重公共安全
。

同时
,

争取各方面的投资
,

不

断地完善校园设施
,

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

青岛校区应做

到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
,

分步实施
。

目前青岛校区 已完成建

筑面积 万平方米
,

具备了基本的办学功能
。

我们争取加

快建设步伐
,

以建校 周年为标志
,

使青岛校区具备比较

完整的办学功能
,

建成设施先进
,

功能齐全
、

布局合理
、

环

境幽雅的现代化大学校园
,

最终形成东营校区
“

宽领域
、

大

基地
”

与青岛校区
“

高层次
、

外向型
”

两个基本的办学态势
,

实现优势互补
、

整体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
。

从北京迁校到东营
,

从成立之初的北京石油学院到今

天 的中国石油大学
,

我们走过了 年的历程
,

在东营建校

已 年
,

于青岛又在建新的校区
,

如何把学校富有历史和

特色的校园文化在新的校区传承和记载
,

同时又与地域文

化有机融合
,

推动校园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

这是校园规划

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

需要我们重视和研究
。

东营校区毗

邻全国第二大油 田一胜利油 田
,

这里井架林立
,

创业者的

内外形象到处可见
,

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

育的大课堂
,

同时油 田也是技术密集
、

产业配套的国家特

大型企业
,

在这里学生可 以进行最先进的生产实习
。

另外
,

黄河在东营入海
,

共和 国最年轻的土地在这里诞生
,

蕴育

着新的希望和理想
。

青岛校区依托青岛开发区
,

青岛是世

界知名的城市
,

青岛开发区有国内外最先进的企业
,

世界

强中的许多企业在这里落户
,

学生在这里可 以 了解最

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
,

接受先进技术的实习和培

训
。

在这样的区域办学
,

对学校的校园文化会产生新的影

响和作用
,

这些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结合
、

融合
,

就会产

生新的文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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