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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开 题 报 告 
一、课题组成员（实际参加研究的人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务职

称 
研究专长 

代表性著作、论

文、成果 
在课题组内承担的任务 

 宋明爽 
 

男 

 

50 

院长、

教授 

文化与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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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百义 
 

男 

 

47 
副教授  

哲学与文

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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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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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与

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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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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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题当前研究的现状 
 1、召开课题组会议，进行课题的分工。 

 2、研究分析课题研究的主旨，把握内中基本概念的内涵，理论涉及的范围，明确分工研究

内容的实质。 

 3、收集准备研究的资料。 

 4、拟定调查研究的提纲。 

三、课题组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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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题研究的预期成果（阶段性、最终） 
1、阶段性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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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终研究成果 

      大学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 

五、课题研究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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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课题研究的方案设计（包括研究思路和时间安排，如有调整需要说明理由） 
1、 课题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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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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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时间安排 

2012.01—20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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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201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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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01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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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