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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是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在关注发展

中的“人”、诉诸“全面”“充分”“长远”“创新”的建设取向，具有“适应性 +超越性”的时代内涵和建设过程。高等教

育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理性的观念理解、有效的制度条件建设、共生的师生日常教育生活以及社会舆论力等文化条

件。新时期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可以围绕大学精神的新时代厚植、关系型教育理念的主体践行、

多元化文化资源的教育融合以及评价体系的平等有差别式构建等路径展开。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文化；大学精神；关系型理念；文化资源；1+N评价体系；文化意蕴；文化条件
引用格式：李飞，汤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文化条件及建设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

（24）：9-1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粤 文章编号：1004-633X(2024)24-0009-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各

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要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

价值诉求和建设目标。高等教育如何实现从规模的

“大”转向质量的“强”，如何从建设的标准化转向建设

的高质量，都是亟待探索的问题。新时期实现高等教育

从大国迈向强国，亟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文化的引

领、建设和实践推动。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物质环境、制度环境与精神环境的融汇，是高等教

育建设质量体系中主体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

范等方面的知行表现。具体有三个基本特征指向：首

先，直面并积极回应高等教育发展中“人”的主体关切。

与高等教育初级阶段所关注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要素不

同，在高级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所关注的主要是不可见

的“人性”，包括人的知识、情感和意识在智育、德育、体

育等方面的发展［1］。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拒绝一切

形式的“去主体化”，将人作为发展中的主体，面向主体

需求建构通过主体力量实现的教育发展格局。其次，诉

诸“全面”“充分”“长远”“创新”的建设取向。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在内涵与外延上涵盖了所有地区、所有层

次和所有高校的发展，是全面规划、稳扎稳打的创新性

发展，是谋长远，谋全局的发展［2］。最后，具有“适应性

+超越性”的时代内涵和建设过程。从“高等教育 +高

质量 +发展”等要素的组合理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内涵，包括适应性和超越性两个基本文化特征。

“适应性 +超越性”所彰显的是高等教育在不断发展过

程中坚守的“不变”与主动开启的“求变”，二者融汇所

形成的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性变化力、

变化性适应力的发展文化。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为新时期认识和

理解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新的文化视域。当下，

结合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后需要应对的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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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教育治理体系、教育国际化形势等诸多挑战［3］，

积极探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条件及建设路

径，对于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破解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困囿，深化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机制与

路径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条件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在成果表征上

包含了物质的、精神的成果形式。文化形成的过程包含

了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交流，涉及地域之间、人际对话

的不断丰富和拓展。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一方

面，文化有赖于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自然获得，有赖于

高等教育发展文化的能动建构；另一方面，形成的文化

规约着高等教育体系里“人”的价值理解和能力发展边

界，进而作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一）理性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及其价值理解

理性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是构成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条件，其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可持

续的质量观，以及有张力的发展观基础上。基于这三个

维度的价值取向认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及其价

值理解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高等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具有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的价值功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正是依托这三种基本功能而延展、深化。其发展路径、

载体是高等教育三大功能，主要基于高质量培养社会

经济发展所需人才、高质量实现社会服务、高质量开展

科学研究等功能建设。在这一层次上理解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功能体系的自我深化和

持续建设。第二，高等教育的质量特征具有历史性、社

会性、时代性，新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含着高等

教育对开放性、公平性、差别性的质量关怀。高等教育

质量就是作为事实或行为的高等教育满足人们需求的

程度［4］。人们需求获得满足的路径和达到的程度，受

规约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过程中对教育系统内外在和

软硬件条件建设、差异化学习需求、供需矛盾的公平调

适等问题的良好把握和治理。第三，高等教育发展具有

国际性和本土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等

多重边界和基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质量取向具有视

域的弹性、实践的张力和文化的交融。高等教育发展的

高质量内涵包括其在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化发展理念的

认知吸收和行动理解，对本土化、在地化高等教育发展

理念和建设范式的经验概括和体系化输出；对高等教

育体系中“人”这一生命主体的人本关怀，对影响人发

展的诸多教育资源的物质性、制度性财富的累积和建

设；对高等教育理想的价值性追求、人文性构建，对现

实困境和问题的体验性剖析、工具理性应答等。

（二）有效的“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制度条件

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是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

且在文化生态中发挥积极作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文化条件中，制度对高等教育系统中主体行为方式

的影响具有显在性，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向“质

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建构有效的制度条件。“质量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条件，在内涵定向上凸显的是

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围绕质量、发展等制度的教育性

建构，质量建设制度和高质量发展制度的有效建设需

要彰显和反映高等教育文化的个性品质，关心制度建

设的人本性、主体性，通过对高等教育系统中“人”的制

度关照优化高等教育质量及其发展的规范体系，进而

形成主体发展与教育制度持续更新建设的良性互动格

局。具体而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度条件的有效建

构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在制度目标建设方面具有宏观、综合、整全

与互动的建设视域。“高等教育质量理想或理想质量不

能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内部，而应该从社会发展进步、

人的发展和人才成长的综合视角来审视和把握。”［5］有

效的“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不能固封在高等教育系

统内部来理解，而是形成基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宏观、综合、整全与互动的制度建设视域。第二，

在制度的自我更新方面充分重视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的积极效用。质量文化不仅包含着质量建设文化，也包

含了质量发展文化。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制

度建设过程中对“公平”“开放”“效率”“创新”“共享”

等价值的文化建设。第三，制度评价遵循理想性与现

实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融合取向。“质量建设”

“高质量发展”制度评价应建立在合理性、合法性和现

实性等标准之上，并积极诉诸制度效率、制度公正、制

度实现力的评价取向［6］。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

评价需要综合考量制度目标的教育性、发展性，制度内

容的主体性、现实性，制度实施过程的科学性、有效性

等评价要素。

（三）共生的基于师生主体价值体验的日常教育生活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文化条

件之一，是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基于价值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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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共生教育世界和共享教育生活。大学师生日常

教育生活构成了高等教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直接

路径，同时也是一种隐性文化路径。师生日常教育生活

呈现的是教育融入生活的文化实践，而日常教育生活

及其文化的积极影响在于，将主体内在的精神力量作

用于“润物无声”的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中。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不是“看不见”师生日常生活的理想规训，而

是充分挖掘习以为常却不自知的文化力量的实践教

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理念引领、制度建设方面，

都需要有意识、有设计，乃至有系统地将高质量发展、

理念、时间内涵等潜移默化地融入、渗透到师生的日常

教育生活，提升高等教育系统内师生主体的文化体验，

增强对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价值共识、内涵认同和过程

性理解。

日常教育生活为师生提供了共同的成长空间，同

时构建了具有立德树人指向性、教学对话关系性和共

同体建设可能性的存在和发展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师

生能够产生对高等教育发展价值目标、过程方向等的

认同感和高质量发展的大学文化的归属感。被看见、被

发现、被关注的日常教育生活，将不再被忽视、被堆砌、

被遮蔽、被淹没，而是具有主体价值活力、师生自我实

现力量、教育文化持续赋能等原动力的教育资源。高等

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中，需要及

时、科学、有效地实现对师生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元素

的挖掘，对教育日常生活中主体体验价值的关注，对师

生日常生活中“文化规定性”的把握等。

（四）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及其社会舆论力

社会舆论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相伴而生的一种文化

现象，表现为人们关于某一特定认识对象的各种不同

意见的集合，区别于制度安排，社会舆论在文化赋能中

起到的作用是弹性的而非刚性的［7］。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亟待多场域、多主体、多时空的社会舆论力建构，

社会舆论力的构建过程也是优化高等教育质量建设、

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的舆论场，进而形成对高等教育

体系中“人”的思想行为的积极作用力，为教育主体指

明行动方向。社会舆论力的建构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

在完善自身高质量发展体系过程中，以开放的视野和

民主的姿态实现机制、路径的自我更新，为高等教育发

展范式的不断优化提供监管推力。同时，作为一种“民

意”的反馈和观念反映，社会舆论能够促进高等教育高

质量发展价值困境、观念冲突、文化失范等问题的消

解，形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批判性思维力量。

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也可能是消

极的、负面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舆论力需要

发扬积极的舆论作用，克服乃至消解消极舆论影响。有

利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舆论应在四个方面实

现建构。一是面向立德树人，把握社会舆论导向的正确

性、价值性、持续性，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积极、

正向的文化作用；二是综合考量社会舆论环境的现实

性，尊重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基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

规律回应社会期待和舆论关怀；三是凸显高等教育质

量评估和发展评价的过程性取向，在认知层面对高等

教育人文价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运行规律及其与经

济社会、人才成长的关系，有更高质量或更高水平的认

识［5］，优化完善过程性评价的开放性、公平性、增值性

与精神性等；四是及时规范和谨慎引导数字、技术等对

社会舆论作用方向的影响，组织专业化实践队伍引领

信息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手段、人工智能等方式服务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性评价。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路径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

程，关涉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实践。新时期推

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可以围绕厚植大

学精神、关系型教育理念的主体践行、多元化资源的

教育融合以及评价体系的平等有差别式构建等路径

展开。

（一）厚植新时代大学精神以聚凝高等教育发展

目标

大学精神涵盖大学中“人”的文化自觉，且呈现和

反映了大学发展与改革中国际性、本土性的文化间性

交融和关系优化。新时代大学精神承载着教书育人的

价值使命，成为文化力量的大学精神有赖于大学师生

基于共同体式共鸣和历史性精神传承形成的主体价值

追求，这一追求呼应时代对大学发展的召唤，也对应于

现实性诉求。因此，大学精神在新时代的厚植将成为价

值观念隐渗和彰显于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中，表现出其

对高等教育面向何处、走向何处、路在何处的目标取

向。大学精神的厚植作用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而言，

即聚焦于、服务于、敦促于“高等教育是什么、为什么”

的价值探寻，同时，其也受制于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过程

性认知、理念、实践。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当突出对开放、

公平、人文、生态、在地、对话等价值品质的理性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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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照需要建立在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社会

文化支撑、主体精神素养、过程方法机制等方面的全面

内驱力。

大学精神作为一种聚合性力量，在实践中需要各

高校对自身发展文化、办学历史的理性自觉和体认，对

现代化和传统化制度设计的力量权衡，对个体与集体

对话性理解的推动性达成。总之，大学精神构成了文化

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蓄航力、深刻力、内驱力。

（二）践行关系型教育理念以改进主体间对话机制

高质量的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关系来支

持，高质量的教育关系是促成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系统

内外有机合作、良性对话的理念性基础。践行关系型教

育理念意味着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既要侧重于教育

内部关系圈的建设与互动，也要侧重于教育内外关系

的交流与沟通。一方面，需要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师

生作为教育主体在教育生活中所形成的人际观念、互

动意识、问题解决秩序等，优化教育主体间基于文化理

解消解文化偏见，基于文化对话促成协同机制；另一方

面，需要在形式和内容层面破解来自观念层面的认知

藩篱，真正将高等教育发展同社会、社区，将教育改革

同文化、生态等有机结合，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圈

和互动体系，营建对话式而非独白式、共同体式而非原

子化、价值理性取向而非工具主义取向的高质量发展

格局，形成高等教育系统内部、高等教育系统内外有机

对话的关系型视域。

就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而言，关系型教育理念的实

践关注高校人际文化的建设。这一关注所致力实现的

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发展观念、价值取向，对关系

圈中“人”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影响力。

（三）融合多维多元文化资源以唤醒日常教育生活

力量

高等教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对资源建设

的多元诉求等，都使得“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在资

源建设和开发、应用支持方面具有更优质要求和更有

效建设取向。促进文化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日

常化路径在于，对高校日常化教育生活力量的夯实和

培育。具有文化特质和力量特性的高校日常教育生活，

实际上是融合了多维教育价值的生活实践。高等教育

高质量的文化建设扎根于高校日常教育生活，是生活

样态与教育品质相融合的高校文化实践。对于高校日

常生活中所自然呈现出来的想法、做法，只有当其自然

融入、自觉纳入、自动化引入教育发展的价值品质时，

高校文化才会成为影响师生生活实践的内在精神力，

进而形成一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赋能自觉

力、自动力。

日常教育生活的自然性、包容性、全面性、随机性

等，使得体系化、力量化的日常教育生活被唤醒，有赖

于“生成 +计划”“引进 +本土”的多维性、多元化高等

教育发展资源建设。资源包含了价值思想类、艺术审美

类、传统民间类、数字信息类、个例具身类、创新发现

类、体验反思类等，当多元资源成为“润物无声”“无为

而为”的作用力时，资源所形成的高校日常教育生活建

构力和文化赋能发展力将更富有成效。

值得说明的是，多维多元的文化资源中当尤为关

注校内外合力资源的协同建设作用，特别是“人”作为

主体力量本身的生活体验价值，在校内外、教育系统内

外，基于不同角色、机制形成的关系体中，文化交融对

高校日常教育生活的体系和教育力建构价值当得到更

充分、真实的关照。在资源建设中当以和谐适切的原则

形成多元资源对高校日常教育生活建构力的正向价值

力，消解关系体中可能存在的对话失范、文化失语、主

体间失调等问题缺口，让资源与高校日常教育生活样

态的建设建立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机理与融

合（共同体）机制之上。

（四）构建“1+N”评价体系以促成差异高质量发展
格局

“1+N”的“1”为高质量发展的共性指标、核心框

架，“N”为差异化发展体系。差异化发展体系的构建亟

需高等教育评价视角的立体化、多维化，评价范式的多

维化、综合化。在评价的类型方面应充分考量类型化、

特质化的学校发展情境。例如，对理工类、综合类、语言

类、财经类、师范类、农业类、军事类等不同类型高校高

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个性化、类型化建构。不同类型学

校对师生发展条件、学校教育治理要求、资源建设取向

和社会服务机制的发展要求也有所不同。由于教与研

的指标体系不同，产教融合的层次不同，在培养目标取

向差异下，对学术型、应用型等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定位

“倒逼”高校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差异化建构。

“1+N”评价体系的构建实际上是致力于推进普遍

性标准和个性化评价要素的融合。“1”担当凸显高等教

育普适性功能的价值定位，即各高校在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优质化功能、周延性价值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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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N”则凸显两方面取向，即“1”的课程化、层级化认

定，“N”的制宜性、特色性定位。“1+N”评价体系依托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面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时代目标，

建立于中国大地、扎根本土文化，探索高等教育高质量

发展视域下的评价推力，构建评价促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范式。当然，共识性和差异化的评价指标遴选的过

程，也需权衡好国际化和本土化、定性化与定量化、历

史性与未来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政策性与理论性等关

系的理性认识和合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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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飞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文化条件及建设路径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Cultural Conditions，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I Fei1，TANG Ying2

（1.Academic Affairs Office，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Ba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cus on “people”in

development，the construction orientation of“comprehensive”，“sufficient”，“long-term”and“innovative”，and the

era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daptability+transcende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relies on cultural conditions such as rational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effectiv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construction，symbiotic daily educational lif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social public opinion power.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can be implemented in such

ways as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pirit in the new era，the subject practice of relational education concept，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ified cultural resources in education，and the equal and differentiated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high quality development；cultural；university spirit；relational concept；cultural
resources；1+N evaluation system；cultural significance；cultur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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