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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社区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品牌化的社区文化具有更加有效的传播途径、稳定

的传播群体，对于更好地发挥公寓阵地育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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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积极开展
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广泛
共识和有效工作手段。然而，学生社区文化活动鱼目混杂、低
水平重复运作等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本文试从文化品牌的视角对学生社区文化建设进行有益探索。

一、品牌化是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发展的优选方向
( 一) 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品牌化有助于深化文化育人的

效果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普． 科特勒对品牌是这样定义的: 品牌
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
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种销售者的产品，并使之同竞争对
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依照品牌的这个功能和特质，文化
品牌也是要通过对名称、标识等一系列文化元素的设计加工，

使其具有与其他文化产品不同的形象、传播路径和价值功能。
品牌化的学生社区文化比一般的校园文化活动具有更加完备
的文化标识、更加成体系的文化内容和传播渠道，因此，无论是
文化活动的视觉感染力还是过程渗透效果，品牌化的学生社区
文化都要优于普通的社区文化。

( 二) 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品牌化更有利于校园文化品牌的

传承与发展

传承是文化的一大功能。当前，校园文化一方面呈现出一
派繁荣的景象，活动日益丰富、多元，学生的选择余地空前广
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管理，社区文化的“假
繁荣”与校园文化的“真乏力”矛盾突出，真正有影响、能够传
承延续的文化产品更是“少之又少”。说到底，文化的传承不是
指继承了哪些活动项目，更不是简单活动的叠加，传承的是一
种文化形态和理念，品牌化的学生社区文化由于积淀更充分持
久、凝聚了广大师生的广泛共识和精神诉求，再加上有一套品
牌化设计的形象识别系统、传播体系，因而文化形态更完备、价
值理念更深刻，在传承功能上具有自己独到的优势，传承效果
更佳。

( 三) 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品牌化更易融入高校校园文化的

完备体系

一所学校完备的特色校园文化体系是学校综合竞争力的
体现，也是学校办学特色、理念的文化体现。学生社区文化是
学校完备校园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社区文化，完备
的校园文化体系还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部门文化等不用
的文化内容。品牌化了的社区文化是对社区思想教育工作的
文化理念提升，具备稳定的文化形态，固定的传播受众渠道，更

容易融入到校园文化整体规划中。而且，从学生受众角度看，

品牌化的社区文化应该是高校中受众面积最广、影响最大的文
化形态之一，因而更具有生命力。

二、山东建筑大学“彩虹文化”的实施背景及基本概况
( 一) 实施背景

山东建筑大学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提出了以“文化塑
校工程”等为代表的“五大工程”发展战略，学校各项事业得到
长足发展和进步。以学生社区为主要阵地的“彩虹文化”建设
工作紧密围绕学校育人工作，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已经成为学
校特色校园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彩虹文化”的命名源
于对“彩虹”这一美丽自然现象的解读。彩虹由红、橙、黄、绿、
青、蓝、紫等七种颜色组成，结合学生公寓工作的具体内容和特
点，将彩虹的自然特性与社区文化特点结合，分别赋予先锋红、
硕果橙、感恩黄、雅居绿、活力青、平安蓝和个性紫等七个内容。

( 二) 基本概况

在实际工作中，学校积极搭建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和载
体，一是开展了党员寝室挂牌制度，出台了《党员寝室管理办
法》，给学生党员定岗位、明职责、压担子; 二是设置学生党员责
任区。学校按照学院党员数量和住宿分布情况，在每个学院相
对集中住宿的区域设置党员责任岗，明确岗位负责人，推进党
员信息公开，接受普通同学监督，定期检查工作效果，及时改进
存在问题; 三是开展社区党建项目创建工作。每年上半年，根
据学校学生工作重点，确定社区党建项目培育方向，采取“项目
化”运作方式，各二级学院围绕确定的方向自选题目上报，由学
生工作部负责项目评审、认定工作，1 年结束后再由学生工作部
验收项目，合格者授予“社区党建工作优秀项目”。

( 三) 开展感恩教育，高扬以“和”为本的大爱旗帜

感恩教育脱离了生活会显得苍白无力。学校从学生生活
的最基本单位宿舍抓起，将感恩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去，在教育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从实际来看，学生公寓已经
成为开展学生感恩教育的一块重要“实践地”，拾金不昧、助人
为乐等这些优良品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践行和体现，这种良好
的道德修养不仅仅在学生身上熠熠发光，长期从事学生公寓管
理服务的一线管理人员也将这些作为基本工作要求，学生给管
理员赠送的锦旗、表扬信等等充分折射了感恩教育在整个公寓
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感恩教育的效果被再一次被充分认可。

( 四) 改善物质文化建设，创建洁净温馨的生活环境

物质文化决定精神文化的品味和档次。在七彩色中，“绿
色”给人清新的感觉，让人自然感受惬意。学校学生公寓建设

77

第 29 卷第 15 期 总第 181 期 湖 北 函 授 大 学 学 报 Vol． 29． NO． 15( Gen． NO． 181)

2016 年 8 月( 上) Journal of HUBEI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Aug． ( first half) 2016



相对较晚，各项物质设施配备较为全面。为给学生提供干净优
雅的生活环境，学校持续关注推动社区物质文化建设。一方面
学校努力将“绿色”元素吸纳到公寓墙面、宣传品制作等具体的
实物载体上面，给学生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 另一方面，学校
加强对学生个体宿舍的内务考评，以内务提升个人文明修养。

( 五) 艺体活动并举，搭建青年出彩舞台

青年富有朝气与活力，学生公寓是孕育多姿青春的舞台。
学校在校园文化长期实践中发现，对青年群体来讲，最吸引他
们的是校园艺体类文化活动。基于这一点，学校将设计符合青
年特点与宿舍区域特色结合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激发青年活
力的“引子”，集思广益，加强设计。一是摸索出了一套文化活
动的制作流程。我们按照“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完成了项目征
集、论证、开展、验收的工作体系，活动丰富，传承性强; 二是积
累了一批校内艺体类文化品牌活动。如每年的校园歌手大赛
暨文化节开幕式、校园吉尼斯挑战赛等活动已经成为学生参与
度高、影响力较大的“文化大餐”。

( 六) 筑牢公寓底线，营造和谐平安家园

安全工作是公寓管理工作的底线。安全意识淡薄也是公
寓安全管理工作的“顽疾”。安全教育依靠单纯的说教效果差，

时间久了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为此，一方面，学校尝试在工
作中将对学生的“管制教育”向“体验式活动教育”转变和吸
引，具体来讲，每年 5 月份和 11 月份举办 2 次全校范围内的
“平安蓝———公寓安全文明月”活动，引导学生参与到学生公寓
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学生公寓禁烟等体验类活动中来，增强学
生的参与意识，在体验中让学生掌握基本安全技能，真正认识
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学校建立“红蓝结合”的安全预
警体系。针对公寓安全中出现的学生违纪、违规用电等现象，

及时查处，定期编制红色预警简报，做好安全隐患的发现、消灭
等工作。

( 七) 强化个体引导，创设青年个性化成长空间

如何做好 90 后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是我们每位学生工
作者的课题。学校在工作中明显感觉到，90 后的大学生越来越
有个性，管教难度越来越大，单纯靠“管”难以有效解决工作遇
到的各项问题。为此，学校在工作中强化“疏导”与“引导”，他
们想什么，学校就做什么。每年新生入学以后，学校在新生宿
舍中间开展“个性化寝室”评选活动; 每年在全体宿舍中开展
“特色寝室评选活动”，按照学习类、体育类等 7 大类组织学生
申报、答辩、认定，有效吸引学生参与到公寓这个阵地来。

三、成效经验及基本经验
( 一) 工作成效

12 年来，在开展山东建筑大学学生社区文化品牌创建的过
程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 有力促进了学生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山东建筑大学
社区彩虹文化节已经成为展示学生社区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
窗口，文化节开办至今，吸引了近 10 万社区学子参与，参与人
数占到学生总人数的近 70%。学子的广泛参与对构建和谐的
同学人际关系，营造社区文明、安全、温馨的育人环境产生了重
要影响。社区卫生、文明秩序等一直保持良好面貌。通过举办
宿舍彩虹文化节，以这种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学生
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让学生在活动中，增长知识，振奋精
神，接受教育，学生的社区行为方式有了极大改观。每年社区
涌现出一大批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学生; 每年一批文明学生
宿舍、文明公寓楼受到表彰，整个社区精神文明状况良好。

2． 营造了校园文化的人文氛围。从学生社区来看，入住学
生理工背景突出，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人文素养的缺乏。为
此，山东建筑大学彩虹文化建设注重从形式上、内容上注重挖

掘人文底蕴，尽可能加注人文因素。如在活动内容上增加征文
比赛、朗诵比赛、辩论赛等活动项目。作为彩虹文化节延伸载
体的《宿舍文化报》，为学生开辟写作随笔专栏，为喜爱写作、热
爱文学的学生提供平台，交流他们的思想。文化节创办以来，

社区学生获得参加各类征文、演讲、辩论的各类奖项 500 余人
次，其中省级以上 100 余人次。

3． 锻炼了青年学生的能力，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彩虹传媒
是学校在引导学生个性化成长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个典型
案例。彩虹传媒是学校为加强公寓文化宣传而设置的一个学
生组织，成立以来，这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王金浩及同学积极
树立市场意识，以建大公寓为阵地，采取公司化运作模式，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今年，王金浩将彩虹传媒注册
成为一家立足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传媒公司，并进驻山东建筑
大学学子创业园，当年营业额突破 10 万元。最能体现学生能
力提升的要学生的就业质量，从数据来看，近 2 年，学校学生就
业质量明显提升。学生签约就业率一直名列全省高校前列。

4． 认知度日益扩大，影响力日趋明显。在去年山东建筑大
学校园文化建设课题组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问卷调查中，山东
建筑大学宿舍彩虹文化节活动品牌的认知率高达 85% 以上，在
全校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中名列前茅。学校曾多次被评为山东
省高校公寓文化节优秀组织单位、山东省高校学生公寓文化建
设巡礼一等奖等多项荣誉称号。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宿
舍文化节的长期积累。

( 二) 基本经验

通过多年的实践，学校在开展山东建筑大学社区文化建设
品牌化过程中得出以下经验:

1． 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是社区文化品牌建
设的“动力源”。高校学生宿舍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生活时间最
长、同学交流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其一，学生中蕴藏着无限的资源和活力。学生对自己生活
的宿舍有着浓厚的感情，他们也非常渴望能有更多的表现他们
的平台和途径。他们对大学生生活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阐
释方式，尤其是对发生在宿舍内的点滴有着自己特有的表现方
式和视角。第二，文化艺术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一种有效手
段。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针对学生宿舍内的生活主要靠管理，

而疏于引导。经过实践，我们认为找到一种学生更容易接受的
方式方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将学生宿舍卫生、安全教育
等管理范畴的东西通过话剧、小品等艺术手段渲染，教育效果
更明显、更长久，也更能为学生所接受。

2． 创新发展、满足多层次需求是学生社区彩虹文化品牌延
续的“活力源”。满足需求就是要适应时代背景的变化，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阶段学生的需求。山东建筑大学宿舍彩虹文化年
年有新景。从最初单单几个活动发展到现在的七大类十几个
活动，这不 仅 仅 是 简 单 数 字 的 叠 加，而 是 一 种 理 念 的 提 升。
2012 年活动创办以来，社区人数在逐年增加，社区环境在改善，

但社区教育的挑战也在逐步加大，来自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挑
战、来自安全管理压力加大的挑战等等。要应对这些挑战，解
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就必须转变观念，适应形势的变化。

3． 人本特色是彩虹文化品牌追求的个性化特征。品牌最
持久的含义是其价值、文化和个性。就发展定位来看，山东建
筑大学宿舍彩虹文化是学校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着
力点，是展现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窗口。就活动内容来看，虽
然活动具体内容各异，但更多的还是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
升。大学生的人文需求在大学校园里是旺盛的，这一点山东建
筑大学宿舍彩虹文化的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认证。

( 下转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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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如何真正实现“大学之梦”。在我组织过的课堂讨论中，学
生一般都积极参与，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生发言是:“今天
能站在这个演讲台上，和大家分享我的大学梦，我感到万分荣
幸。反思中国近代的衰落，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清王朝闭
关自守，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逐渐地走向衰败。我们作为
大一新生，怀揣梦想来到了四川外国语大学，我想我们应当珍
惜这一个黄金时光，把握机遇，好好努力，不要在毕业的时候才
后悔。我认为，大学，绝对不是享乐之所。大学于我而言，就是
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平台。初入大学，感受了大学
的授课模式，也参加了多个社团的招新面试，虽然很不幸，都失
败了，但是，我也因此对自己未来有了更进一步的定位和规划。
我要努力提高英语方面的听说读写能力和商务方面的交际、谈
判能力，了解英国的历史文化及其风土人情，争取拿到奖学

金。”从学生的发言来看，基于微课的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理
解了相关知识点，还培养了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传统历史课堂需要改变。微课和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是未来历史教学的发展方向，它不仅能够帮助
学生拓展专业视野，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课堂实践。通
过翻转课堂，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以提升，

有利于其能力的全面发展。在设计“微课”和“翻转课堂”时一
定要注意: 选题要精炼，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时间设计不
宜过长，教学内容要简洁。学科不同，其采用的微课和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则不同，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学
科的学科特点，结合所在高校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课和翻转课堂
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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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 Class and Flipped Classroom into the College History Teaching
———Take the Course of "The Ｒecent and Modern History Outline in China" for Example

WANG Yi
( College Society and Science Department，Sichua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400031，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more and more students begin to show concern for the information out of the class-
room． The history teaching in higher colleges should extensively adopt micro class and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to make students take part in the classroom discussion actively in order to the competence of self － study and problem
－ solv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example of the course of " The Ｒecent and Modern History Outline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ap-
plication of micro class and flipped classroom into the college history teaching．
Key words: micro class; flipped classroom; history teaching; application ( 责任编辑: 桂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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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Brand of Student Community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Ｒainbow Culture" in the Student Community

of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ZONG Jian － guo，LI Lei
(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1，China)

Abstract: Students＇ commun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rand community culture
has more effective route of transmission，stable transmission and gives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flat ground education，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brand; student commun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 责任编辑: 章 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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