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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课题简介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本课题的创新点 

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概况： 

（1）国外研究概况：大学文化软实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外大学起步较早，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而鲜明的具有一定软实力的大学文化，例如美国、德国、英国

等国家的大学普遍重视大学文化设施建设，形成“无围墙大学”，体现出西方大学文化的开

放性、亲民性意境；哈佛大学被称为“一部三维空间的欧洲建筑史”，体现出公平、正义、

和谐、智慧等人文精神；再如国外大学大力倡导学术自由，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

风劲吹”，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的“常青藤联盟”等大学，都是崇尚学术自由

的典范。这些大学文化所展示出的东西正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是大学师生以及人类理

智行为的基础，是凝聚人心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大学文化最具凝聚力的力量。这些国外大学

文化成果既是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是实践的浓缩，表征了西方人的智慧，对我国大学文化软

实力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国内研究概况：国内研究大学文化软实力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形成了一些成果，

有的探索大学文化软实力的性质、功能，如杨毅仁：文化力是一流大学竞争的软实力、王丽：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提升高校软实力；有的研究了如何提高大学软实力问题，如彭凤仪：论高

校软实力的提升及传播策略、罗军飞：我国大学软实力建设的策略研究、杨河：大学文化软

实力与大学精神等等；这些积极成果对本项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从哲学、社会学、

制度学、行为学等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大学文化软实力的成果还比较欠缺，实践的发展迫切

需要多方位探讨。另外相关基础理论成果还有，肖永明等：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态势分析；

衣俊卿：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着力点；杨光：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路径；郝立新：对文化软

实力的几点思考；王伟光：大力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韩庆祥：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

涵及其提升；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 2010；这些理论成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探讨

了文化软实力问题，对于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国外大学文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经历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探索，形成了比

较成熟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内当前的大学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研究

的内容更加丰富，认识也更加深刻，主要从认识论讨论了大学文化的本质、内涵、特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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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文化等基本理论，以及就当前大学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应用

对策。但是，大学文化研究仍有许多亟待探讨的课题，如有关大学文化的内涵、外延、研究

对象、发展规律、凝聚力等基本问题还需进一步明确，大学文化研究需要进行哲学的思考，

东西方大学文化的个案研究需要深入等等。 

2．本课题的创新点 

（1）方法创新。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过程论等多层面探讨大学文化软实力问题，

从而突破仅仅从认识论单层面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局限性，补充新的认识方法； 

（2）内容创新。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澄明大学文化软实力的本体论内涵、性质、特

点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等，从而为提升我国大学文化软实力探索切实可行的全新的路径和方

法，补充、澄清现有的认知与方法。 

（3）理论体系创新。本课题对大学文化进行全方位研究，形成大学文化及其软实力的

理论体系，填补理论空白。 

二、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重点、设计构思 

    1、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1）文化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主要分析文化的价值、文化的软实力特点，文化建设的 

内容与特点。 

（2）大学文化的哲学研究。大学文化作为特定区域的文化，其软实力产生的可能性、 

现实性基础是什么？发生的过程、内在机制怎样？这需要哲学的梳理，通过研究予以说明大

学文化与文化、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内在关系，澄明其哲学意境、性质、特点

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等问题。 

（3）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文化研究。分析总结传统文化对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借鉴意

义，分析国内大学大学文化建设是如何吸取传统文的有益成果。 

（4）西方著名大学文化研究。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西方 

著名大学为对象，深入调查、比较分析各自的文化特色、发展轨迹等内容，得出西方著名大

学探索大学文化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形成可行性报告。 

（5）大学精神文化研究。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大学精 

神，而不同的大学精神就会形成不同的软实力。通过国内外不同大学的大学精神对软实力影

响比较分析，阐明大学精神对软实力形成的核心价值作用。 

（6）大学物质文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走访等不同的方式，获取大学校园不同的建

筑、雕塑、树木花草等物质文化对软实力的影响。 

（7）大学制度文化研究。大学制度作为大学师生遵守的行为规范，对大学软实力的形 

成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辩证分析。要区分出制度的底线和上线，对软实力影响较大的方面，

在制定和落实时，一定要有刚性的规定；而对于软实力影响不大的方面，一定要有人文的情

怀，要有弹性的定位。这样制度才会合情、合理、合法，才会切实可行。要分析制度一般，

分析制度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分析制度的功能，以完善大学制度。 

   （8）大学行为文化研究。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良好的行为对建设文明大学具有巨大 

的促进作用。同时任何行为，都是人的心灵展示，同时又给人们的心灵带来较大影响。大学

及其师生的行为，哪些增强了大学的软实力？哪些消弱了大学的软实力？哪些对于大学的软

实力是无意义的？通过对大学及其师生行为的动态定性、定量分析，把握大学行为文化对软

实力的影响。 

2、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点：紧紧围绕文化软实力主题，探讨大学文化软实力形成 

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其发展变化的机制与规律。这也是本研究的难点。 

3、本课题研究的设计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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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文化及其软实力影响进行分析，为本研究奠定基本的理论基础。 

第二，对大学文化进行哲学的思考，以形成对大学文化的形而上把握。 

第三，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意义，形成大学文化建设的本土化、

中国化。 

第四，分析西方著名大学文化建设的良好经验，从而借鉴学习，更好建设我国的大学文

化。 

第五，依据文化的表现类型，具体分析大学文化构建的方面，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这样经过系统的研究形成一个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体系，从而构建理论体系，并提出

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本研究的价值意义。 

 

三、本课题进度计划（含预期目标、阶段成果） 

1、进度计划 

2011.09—2011.12：进一步完善课题方案；全面展开调查研究，设计可行

的调查提纲、问卷等详细的研究计划；动态考察本选题的实践与理论现状；收

集相关大学的文献资料，分类组织问卷调查、访谈等获得第一手材料。 

2012.01—2012.06:：对获得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与分析，形成案例分析报

告及相关论文。 

2012.07—2012.12：根据整理、分析结果，完成关于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的

分析报告；汇总专题研究报告及相关研究成果，完成总体研究报告。 

2、阶段性成果 

（1）文化与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 

    （2）大学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 

    （3）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 

    （4）西方主要大学的文化软实力研究； 

    （5）中国主要大学的文化软实力研究； 

    （6）大学的物质文化软实力研究； 

    （7）大学制度文化软实力研究； 

    （8）大学行为文化软实力研究； 

    （9)大学理念文化研究； 

     (10)大学文化软实力与大学发展研究等等； 

     (11)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 

四、 已有的研究工作基础和研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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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有的研究工作基础 

宋明爽：心态平衡机理探析. 学习与实践. 2010.04； 

宋明爽：构建和谐社会的心态平衡机制分析要略.  山东社会科学.2008.08； 

宋明爽：文化与民族存续之解读.学习与实践.  2008.08； 

孙金荣：山东省文化生态环境的优化与创建. 理论学刊（核心期刊）. 2005.10； 

孙金荣：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开发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2008.01；  

孙金荣：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构建.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6； 

孙金荣：仁学、礼学、中和——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文化中国》.2004.01； 

孙金荣：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2005.11； 

孙金荣：山东文化蓝皮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07 ； 

苏百义：价值观与心态平衡.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苏百义：认知与心态平衡.  高等农业教育. 2009.08； 

苏百义：关于哲学的思考. 山东农大学报（社科版）.2006.12； 

苏百义：大学精神的哲学思考.  山东农大学报（社科版）.2010.04； 

赵金科：“以德治国”的哲学底蕴. 潍坊学院学报. 2003. 01； 

张理峰：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微.《理论界》 2008 .08；   

张理峰：“仁”的五种诠释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06； 

张理峰：佛教“无明”观念探析——以《大乘起信论》为例. 《船山学刊》. 2008 .03； 

张理峰：心学视域下的易学——杨简易学思想初探. 《周易研究》. 2006 . 05；  

2、研究条件 

主持人和课题组成员都是长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课教学的高校教师，具备相关的

理论知识，有丰富的大学生活经验，主持过省级研究课题，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研究论文，

有很强的科研能力，课题组成员有充分的科研时间保证，每年都有近 3个月的节假日投入

课题研究。学校拥有图书资料 100 多万册，学术期刊数 150 余种及计算机等现代化信息获

取、分析与处理平台，本课题组成员也已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大学文化方面的相关理论资料，

能满足课题研究需要。 

五、经费 
1、资料费：购置图书、资料、文件等 0.2万； 

2、调研差旅费：0.5万； 

3、小型会议费：0.5万 

4、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购置和使用费 计算机辅助设备的购置、使用、网上查寻等

0.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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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咨询费：调查对象的咨询费、误工费等 0.1万 

6、印刷费：材料复印费、成果打印费 0.1万 

7、管理费：按 7%计算管理费  

8、其他：0.1万； 

总计预算经费 2万元。



课题组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简况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务 

职称 

代表性著作、 

论文、成果 

在课题组内职务 

及承担的任务 

联系电话及传

真 
E—mail 

宋明爽 男 50 院长 

教授 

文化与民族存续之解读 主持研究：文化与大学文化软实力

研究；中国主要大学的文化软实力

研究。 

15653806777 Tasmsh@163.com 

苏百义 男 47 副教授 关于哲学的思考； 

大学精神的哲学思考 

调查研究：大学文化软实力的哲学

研究；大学精神文化研究；大学理

念文化研究。 

  

孙金荣 男 47 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构建 调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文

化研究；大学物质文化研究。 

  

赵金科 男 48 副教授 “以德治国”的哲学底蕴 调查研究：大学制度文化软实力研

究；大学行为文化软实力研究。 

  

张理峰 女 29 讲师 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

微 

调查研究：西方主要大学的文化软

实力研究；大学文化软实力与大学

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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