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一所大学中，校训是其重要的标志，能够彰显
大学文化与精神的精华。而且，校训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工具。校训有着极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教师就
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学校训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功能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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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办校与主体行为活动都以校训为载体。校训是大学
的灵魂，它的内容有着鲜明的思想性与特色性。另外，校训蕴
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正确引导大学生发展的标
杆。所以，我们必须谨记校训，遵循校训的相关规定。

一、校训的相关阐述
校训属于一种教育型文化。传统的精神与独立的思想是

大学的灵魂，而一所大学的特色与传统是通过校训反映出来
的。培养人才、促进发展、服务社会、传承与创新文化是大学的
主要职能。大学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利用校训体现出
来的。校训凭借自身强大的教育功能，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学
生的精神与思想在文化的感染下不断升华，不断完善自己的
人格。在校训背后，是社会与大学的完美对接，是学生走向社
会、为社会服务的标杆和向导。

二、发挥大学校训思政教育功能的方法
（一）为信念与理想做导向
在大学中我们能够追求到真理，而校园文化以校训为载

体，彰显了学校的办校风格。大学校训在不断地指导和启发着
受教育者，而且，时刻鼓舞着学生如何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
标而奋斗。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校训是：爱校爱国，追求真
理，踏实勤奋，艰苦朴素。

（二）基于导向功能，规范学生行为
树立优良校风是制订大学校训的基本要求，学校内的教

师和学生都要予以遵循。大学校训对学风与校风起到导向、引
领作用，在师生心中它就是一个座右铭，是大学形象与声誉的
广告牌与宣传画。法纪规范导向与道德规范导向是行为规范
导向的两个重要内容。可以说，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与大
学道德风气有着直接的联系，树立大学良好的道德理念，是培
养大学生优良素质的前提条件，也从侧面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

（三）在培育与形成优良品德的过程中育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的人，是高校教育的主要目

标，其便于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可以健康、幸福、更好地发展。
《大学》是我国两千年前的先人所作，其中就指出了大学之道
在于明德和亲民。大学校训，能够培养和形成学生良好的道德
素养，使学生具有优良的品质，这一点在很多高校的校训中都

有体现。例如，“厚德”是上海财经大学校训中的一条，“明德精
学”是辽宁大学校训中的一条。

（四）在探索与追求知识真理时育人
所谓“智育”是教育者利用情境的创设，通过相应的方法、

手段与方式，经过长时间的磨炼，达到教育受教育者目的的教
育方式。当代大学中尽管衍生了服务教学、科研、社会等功能，
然而，传播知识和育人仍然是它的主要任务和职能。在进入近
代社会以后，大学的其他职能才开始显现，但是，原始大学的
精神在当前很多大学的校训中依然有所体现。例如，“求是创
新”是浙江大学的校训，展示了敬畏真实和求实创新的精神。

（五）在情操培养中育人
一些学校的校训不是单一的“校训”，我们还能够从其中

感受到一些更加深厚的意义。例如，“追崇实践”“严谨学风”强
调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些校训不但将学习方法指了出来，还
将教书育人的目的提了出来。例如，“求是创新”“厚德明辨”。
明辨、笃行、审问、慎思等校训，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在这种
环境的感染下，都会感受到一种良性的、向上的、积极的学习
氛围和科研氛围。即使学生在以后步入社会，也会把大学校训
的道德思想在社会活动中传递给别人。学生通过校训中所蕴
含的哲理，能够在无意识中遵守校训中所折射出的思想规范
与精神。而且，校训的这种育人功能是在悄无声息中体现的。

（六）校训发挥着思想政治方面的激励作用
第一，学校教职工依据校训的道德要求与行为规范而工

作，并且基于此为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第二，教育者的工作环境也是在校训基础上创设出来的，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内驱动力和可能性。通过分析一些学校
的校训可以看出，很多学校都将本校的校训和民族、国家利益
联系在一起。例如，“祖国、荣誉、责任”是西安理工大学的校
训，“职责、荣誉、国家”等是西点军校的校训。以上所列举学校
的校训都将个体发展和学校的整体发展方向有效结合在一
起，把学校的凝聚力有效地展示给了他人。

通过上文分析得知，大学校训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大学校园中，校训虽然有着浓厚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但是主要是根据校训本身的理念教育人和感
染人，使学生切实理解校训中所蕴含的内容。上面详细论述了
大学校训的凝聚力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目的是使大学生更
好地了解与认识大学校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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