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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友是跟学校有情感联系的群体，校友文化的建设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培育良

好的校友文化呢？本文结合国内外优秀的经验和高职院校成功的做法，对如何培育校友文化进行梳理。分别从以下三

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情感为纽带，从学生入校开始培养学生的归属感、荣誉感；以沟通为基础，搭建传统线下和网络

沟通平台；以活动为载体，通过设计和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让校友关注母校，造福桑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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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umni are those who have emotional connections with school. The cultivation of alumni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So how to cultivate a good alumni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excellent experi-

enc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we conclude that:1.Forster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honor since the student entering

school. 2.Buil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oth on and off the internet. 3.Gain attentions of alumni, and focus them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through series of theme activities. Bring benefits to alma mater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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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友文化概论

校友指的是一个人与学校产生各种关系联结的

总和。在这个关系中，有学习关系、工作关系和进

修深造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人群中，有学生与学

生之间的关系，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还有师生

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一个学生在一所学校学习多

年，一个老师教学数年，甚至几十年一辈子，离开

母校之日起就跟母校没有隶属关系，剩下的是情感

关系。

随着时代的进步，校友与学校关系呈多样化发

展趋势，对学校亲近性与贡献率也呈现多层次状

态，一个成就和影响力越大的校友，越亲近母校，

对母校的影响和贡献越大。与之相反的校友，对学

校消极影响越大。

近几十年来，各所高校都创设了校友会。让校友

会成为校友与学校共生共荣的平台。学校以校友会为

平台联系校友，校友反哺母校，支持母校发展，期望

取得富有成效的成绩。校友是学校的资源，是人力资

本、信息来源、财力支持、品牌广告[1]。因此，构建学

校的校友文化，形成积极向上校友文化氛围就显得十

分必要。

什么是校友文化？校友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

“文化”含有“以文教化”之意[2]。它表示对人的性

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属精神领域的范畴。具体

来说，校友文化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育人活动中形

成的母校与校友、校友与校友、校友与社会之间的

情感维系、价值取向、沟通网络、合作交流、服务

回馈等的精神现象[3]。

校友文化的培育，不仅包括校友走向社会以后

关系的维系，也包括在校时的精神熏陶，两方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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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承，相互影响。校友文化是学校与社会共同培

育、共同分享的产物，会产生物质与精神的成果，

影响学校的文化和精神的形成。本文着重从以下三

方面探析校友文化的培育路径。

二、校友文化的培育以情感为纽带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其需要所产生的

态度体验。校友之所以在毕业以后还愿意整合甚至

付出各种资源，支持母校各项工作，内心深处的动

力还是深厚的情感。所以校友文化的培养应以情感

为纽带。具体来说，校友对母校的情感还包括归属

感和荣誉感。

归属感是一个重要的校友情感。校友毕业以

后，还能够认同自己是学校的一员，积极参与学校

活动，需要内心深处充满对学校深深的归属感认同

感。有调查研究显示，离开学校以后对母校认同感

越深的人，在校友活动中的融入就越深，投入程度

和发挥的作用就越大[4]。

校友归属感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

需要长时间熏陶，应从在校期间开始。学生在校期

间感受到的同学、老师、学校对待他们的方式，深

深影响到离校以后对母校的忠诚度[5]。一个进入大

学校门的新生正在经历人生重要的转变，来到陌生

的环境，遇见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极容易受到同

学、老师、学校的影响。一方面，从陌生到熟悉再

到适应的过程，新生开始独立面对新的学习、生活

环境，比如哪里可以买生活用品，哪里有图书馆，

学校有哪些设施可以使用等等。与高中时代相比，

大学的学习、生活方式发生较大的变化，大学生更

加独立自主。比如，高中学习以老师安排为主，而

大学需要更多自主学习；以前在家父母照顾生活起

居，现在要独立处理生活琐事，处理寝室室友关

系，这些都会让刚进校门的新生措手不及。当学生

能较快地适应环境，适应学校的各种规划，会形成

符合心理规律的“熟悉——喜爱”效应，学生的焦

虑感自然降低，安全感和归属感获得。另一方面，

人有逃离孤独的倾向，希望自己隶属于某个社会群

体，成为团体一员，从而满足许多社会情感，获得

他人认可、接受，获得友情、关心、帮助、尊重

等。因此让新生对校园生活、对学生群体、对校友

文化先有个清晰的了解是校友工作开展的第一步。

在美国，校友回馈率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最重视母

校归属感和责任意识的培养[6]。

归属感的培养，仅仅局限于在校时的培养是狭

隘的理念，需要延伸到毕业后。母校经常与校友联

系，会让校友感到自己仍然是母校的其中一员，会

让校友感觉到母校关心自己的成长。美国的实证数

据显示，与母校联系越多的人会有越多的回馈 [7]。

国内的调查也表明，毕业的校友深切期盼母校联系

他们，觉得被主动联系是件很荣幸的事情。而且他

们也会关注学校的建设发展，希望能听到、看到学

校的消息，在能力范围内感恩回馈母校。许多学校

的校友会日常工作之一，是向校友发布学校信息，

方式和途径多样，比如节日寄送祝福贺卡、发送电

子邮件、发手机短信等，保证与校友的情感不间

断、沟通不间断。

荣誉感也是校友文化的重要情感因素。在校时

学生以母校为荣，毕业后母校以校友为荣。一方

面，校友要感受到学校给他带来知识的价值、发展

的价值。人一生中的美好时光在大学里度过，在大

学学到了专业知识，锻炼了多种能力，通过知识改

变自己的命运。当校友有所成就而且认识到自己的

成就离不开学校的培育时，自然就会回馈母校，认

为回馈多少都不足以表达对母校的感谢。另一方

面，荣誉感影响校友参与校友会活动的程度。有调

查表明，校友参与学校的发展积极性越高，参与的

人越多，回馈学校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一些校友会

工作重要一项内容是展示校友风采，一方面学校建

设“优秀校友成果展厅”，开放给在校生参观；另

一方面在各种媒体上宣传优秀校友的事迹，提升学

校的影响力，增进校友的荣誉感。校友情感，看不

见、摸不着，但实实在在地存在人心间。校友情感

会传承、会扩散，是校友文化的纽带。

校友情感文化与学校品牌建设息息相关。校友

是学校向社会输出的培养成果，又是母校的活广

告。学生为什么选择就读一所学校，品牌响亮是重

要因素。当人在接触认识新的事物时，品牌情感起

到至关重要的影响[8]。响亮的品牌会提升人们对新

事物的好感度。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高校品牌，

对新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着先入为主的作用，让

新生走进校门就有想亲近的愿望。因此，可以推测

通过校友情感建立高校品牌，将有助于学生择校，

增加生源数量，提升生源质量。大量实证研究表

明，校友对母校的归属感、荣誉感等情感是校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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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的重要因素。校友对母校的回馈体现了校友对学

校的满意程度，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声誉。比如浙江

金融职业学院就赢得了“金融黄埔”的声誉，办学

40多年来，培养了5000位银行行长。

三、校友文化的培育以沟通为基础

搭建校友会平台，目的是促进学校与校友的双向

交流与发展。通过沟通平台，让校友更多地了解学校

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就；又让学校通过平台了解校友

们最新的发展成果，实现双向互动，共享信息。

校友工作需要搭建一个沟通平台。一是要重视

校友总会建设，建立章程，开展活动。二是要建立

校友分会，尤其在校友人数众多的地方，团结联络

热心校友工作、又有影响力号召力的校友担任校友

分会筹办负责人。及时寻找区域内的其他校友，开

展互动。

除了传统的校友会，在信息社会沟通平台可以

更宽广。电信平台、网络平台都可以加以合理利

用。这些平台不受到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

让校友了解学校，参与到学校中来。

信息平台具有传播的功能，可以将学校《校友

通讯》等承载学校信息的电子杂志，通过邮件系统

向校友发送。通过节假日发布祝福短信、增进情

感。建设校友会主页，展示学校、校友会的工作和

活动，促进各分会的交流。

在自媒体时代，沟通是双向的互动的，可以有

目的地解决一些问题。校友会工作可以利用校园

BBS、微博微信这些自媒体和校友进行双向互动。

母校了解校友需求，了解校友动态，校友也可以通

过信息平台了解学校。学生之间也可以借此相互联

系。曾经就有学生，在微博上和知名校友相互沟

通、相互了解取得了较好的就业机会。

三、校友文化的培育以活动为载体

校友文化植根于校友与学校互动的实践活动

中，顶层设计校友活动主题，精心组织校友活动，

对于培育校友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设计和开展校友活动：

一是通过设立奖助学金或奖助基金会，由校友

自愿捐助，奖励和资助优秀学生和家庭困难学生，

通过冠名和资助活动，让母校情感代代相传。

二是建造文化景观，营造浓厚的文化育人氛

围。如通过知名校友在校时留下的故事、足迹，以

雕塑、公园、名楼等文化景观形式呈现，让历届校

友和在校生了解、熟悉，形成校友的优良传统和

习惯。

三是收集展出优秀校友作品。用欣赏的眼光寻

找学生闪光亮点，收集作品充实校史，以此激励学

生了解学校，提升学生思想认识。若干年后当他们

重返学校看到自己的作品，也是珍贵的回忆。

四是开展校友回校活动。国内外许多高校每年

都会开放1～2 次“校友回访日”，期间开展丰富多

彩活动。例如让校友以座谈会、报告会、特色课程

等形式，与在校生交流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指导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可以聘任校友成为专业发展委员

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和论证，让校友走进课

堂，导航人生，听课评教，促进教学。

五是让在校生走访校友。学生每年寒暑假都需

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毕业前需要顶岗实习。这些

时候各行各业的校友可以起到传、帮、带的重要作

用。学校以校友总会出面联系各校友分会，号召校

友们积极接纳在校学生，指导学生。不仅帮助学生

走向工作岗位，学习做事，而且帮助学生走向社

会，学习做人[9]。

六是培养校友回馈意识。校友回馈意识培养，

要从在校生抓起。虽然说在校生不如在社会上工作

的老校友有影响学校的能力，但是这种意识和情感

始于在校期间。除了上文提到的归属感、荣誉感的

培养是回馈的主要动力外，具体活动上国外也有经

验可循，其目的是让在校学生深切体会到校友回馈

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利用校园网平

台告诉学生校友回馈以及这些回馈给学校带来了什

么样的提升。让学生重复看见这些信息，记住这些

信息。等在校生适应学校生活后，招募对慈善事业

感兴趣的学生，带动身边的同学参与到慈善筹款活

动。哪怕现在只是回馈几元钱，也会成为今后源源

不断回馈的动力[10]。

总而言之，校友文化培育是从学生进校就开

始，持续校友一生的工作。通过毕业校友之间的互

动，毕业校友与在校学生的互动，在校学生之间的

互动等方式全方位培养校友的母校情感。让大家感

受到从入学开始到离开学校以后，自己一直都是学

校的一分子，学校以大家为荣，大家以学校为荣。

进而促进校友回馈，促进学校品牌建设，让校友成

为学校生生不息的源泉。
（下转 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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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途径，是积累实践经验的重要机会。各种国家

级、省市级、校级的创业大赛很多，如互联网+大
赛、大学生创业竞赛等，通过竞赛提升学生竞争

力，推动创业项目完善和落地。鼓励学生主动参加

各类大赛，在准备过程中不断完善项目；在参赛的

过程中，学生的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抗压能

力、自信心等都得到了提升，在参赛过程中创业项

目得以改善个人品质得以磨练。创业大赛是创业教

育的重要途径，高校每年可组织1～2次大型的校内

创业大赛，以赛促创，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

和帮助学生参加大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五）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需要协同地方经济共同发展，整合地

方企事业单位资源，打破行业的界限，加强学校与

地方政府、企业、单位组织的合作，建立资源互

补、资源共享的人才培养模式。高校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科技成果

用于企业的生产实践，推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尤其需要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给学生提供产

学研的实践基地，真正落实理论结合实践，在做中

学，在学中做，为学生创业项目的孵化做好准备，

协助学生项目落地生长。

总之，“2+1”创业教育仍处于起步和试点阶

段，在思想认识、课程设置、师资等方面还存在不

足，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创业教育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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