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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互联网+”信息网络时代，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与互联网相伴随的新生态

不断涌现， 以互联网为载体， 各行业的优化、成

长、创新进程不断加速。 “互联网+”对当前社会各

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经济、文化和教

育领域，均借助互联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互联

网+高校校园文化”已经不是崭新的概念，但由于

受地域不同、高校层次和具体情况不同等因素影

响，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仍面临较大的机遇与挑

战。 高校工会作为“最接地气”的教职工群众组

织，在校园文化构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如何在“互联网+”趋势的推动下，更好地发挥

高校工会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成为在当前

时代背景下各高校工会必须认真考虑和予以解

决的问题。
一、高校工会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

高校工会与高校校园文化在内容属性和 目

的要求等方面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一）高校工会与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联系

高校工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职 工

群众性组织，是党和教职工之间联结的天然桥梁

和纽带，体现了明显的政治性、阶级性、群众性和

公益性特征， 代表着最广大教职工的利益和诉

求。 高校校园文化是以高校教职工和学生为主体

的文化，内容涉及学校教学、管理、科研、生活等在

内的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由全校师生在对既有

文化批判和吸收的基础上，经过探索、创新和发

展，最终形成本校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从高校工会和高校校园文化内涵可以看出，

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高校工会和高校

校园文化都以高校教职工为重要主体。 高校工会

由广大教职工会员组成， 代表了教职工在教学、
科研、生活等方面的利益，自觉践行和宣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校园文化本身就是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构建，且建设主体之一也

是教职工。 因此，从主体与核心价值来看，高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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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高校校园文化具有高度重合性[1]。
（二）高校工会和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间的

内在关联

1.根据高校工会的职能定位，高校工会是校

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发起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七条规定：“工

会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

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 教育职工不断提高思想道

德、技术业务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 ”教职工会员不

论来自哪个党派，不论学历层次高低，都能在高

校工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高校工会因此在教职

工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 高校校园文化具有潜移

默化地对高校师生进行教育的作用，是培养“四

有”型教职工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高校工会在

校园文化建设中也理应承担重要任务，扮演重要

角色。 高校工会应充分调动所有教职工的积极

性，为校园文化建设出谋献策。 因此，高校工会凭

其组织和教育职能，理所应当地能够成为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的发起者和倡导者。
2.高校工会的工作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具

有紧密联系

高校工会作为教职工利益的代表，维护教职

工的劳动经济权益、文化权益、民主权益等各项

合法权益。 作为教职工的群众性组织，高校工会

能够借助各种专家讲座、文体活动等丰富多彩的

形式，紧密联系教职工，在潜移默化的氛围中，对

教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推动校园文化深入

人心。 同时，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也需要采取灵活

多样的方式方法，使高校教职工形成向心力和凝

聚力，使教职工关注学校发展，感受自身努力与

学校发展的关系， 增强对学校的归属感和依附

感。 通过工会组织举办各种有意义、有价值的校

内外文化活动， 既能够充实高校工会工作的内

容， 更能够在无形中巩固和完善高校校园文化。
可以说，高校校园文化本身就是高校工会工作的

一部分[2]。
3.从目的要求看，高校工会与高校文化建设

具有高度一致性

高校工会需要在听取教职工意见和建议的

基础上，经常性地组织和开展包括文体活动在内

的各种活动，并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要求，改进工

作形式，创新工作方法。 随着我国进入“互联网+”
时代，要求高校工会必须推陈出新，结合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最新互联网方式，将全体教职工更加

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些创新是辩证的，既包括对

传统文化等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还包括

前文所述的方式方法的创新，更需要实时关注刚

进入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和兴趣点。
一般而言，高校工会往往会通过教育论坛、文艺

表演、知识竞赛、体育活动等传统形式吸引教职

工参与，而结合互联网开展工作，则显得有些力

不从心，这同时也是当前校园文化建设不得不面

对和解决的问题。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尤其要关注

新时代新背景下， 应当建设怎样的校园文化，应

当如何延续、充实和发展校园文化。 共同的目的

和要求，使得高校工会的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具

有共通性。
二、“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工会推动校园文

化建设的着力点

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

主要内容和特点，高校工会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一）精神文化

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包括被高校大多数主体

所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观念及学校传统、 理念、校

风、教风、校训等，是高校校园文化的灵魂及核心

部分，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弥散在校园的每

个角落， 对师生起着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作

用。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崇高

理想和共同价值取向，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精神内

核，也是高校工会工作目标的重中之重。 在新形

势和新环境下，高校工会应当配合高校其他管理

部门，将精神文化的形成和培育作为文化建设的

核心和首要任务。 精神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向心

力和凝聚力，尤其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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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文化，更是高校教职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的精神宝藏。 在当前互联网环境下，各种信息充

斥网络，教职工尤其是青年教师容易被负面信息

误导， 高校工会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自己的职

责，利用现代化互联网工具，通过专题讲座、知识

竞答等形式向高校教职工传递正能量，讲解党和

国家最新政策，陶冶教职工情操，提升教职工道

德水平，将积极正面向上的信息传达给全体教职

工。
（二）教学科研文化

教学与科研， 相当于高校工作的左膀右臂，
教师的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强弱，直接关系到所

在高校的实力，更关乎学生的成长。 严格来讲，培

育与提升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并非高校工会的

职责范围，但是高校工会完全可以通过与学校管

理部门配合，评选教学名师、优秀教师、科研骨干

等荣誉。 通过“教学模范”“科研模范”的评选，广

泛宣传教学与科研活动中的先进典型事迹，逐步

培育起浓厚的教学与科研文化，使全体教职工在

良性竞争的氛围内向模范们看齐，学习模范们在

教学和科研上的优点和长处。 尤其在当前的互联

网背景下，“教学模范”和“科研模范”借助互联网

工具能够将自己好的经验和做法，以更快的速度

和更好的形式，在更多人群中得以传播。 教学与

科研是没有边界的，良好的教学科研文化不仅能

在校内师生之间传递，更能走出校门，帮助学校

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管理文化

培育管理文化的核心原则是以人为本。 通过

人本管理文化的培育， 能够形成上下关系融洽、
富有凝聚力的工作氛围。 互联网及其工具的出现

和应用，加速了管理层级的扁平化。 高效管理工

作中， 不论是跨层级还是跨部门的管理人员，完

全可以在一个工作群内实现无缝沟通。 互联网背

景下的高校管理文化，就是最大化地鼓励教职工

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为教职工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为了达到价值实现和制度保

障的目的， 需要运用互联网信息和计算机技术，
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构建有详有略、层级

分明的管理指标体系，形成科学合理、公平公正

的动态分配机制，以及民主决策机制、用人机制、
评价激励机制等。 在既有管理经验和模式的基础

上，不断予以改进，形成符合高校自身发展规律，
同时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管理文化[3]。

（四）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

部分和必要支撑，是必需的物质条件，它外在地

体现了高校的文化底蕴，具体包括一个学校的整

体布局、校园绿化、校园美化等，甚至包括校园建

筑和桌椅的样式、教室的结构、食堂的美食等内

容。 物质文化并非要求学校耗费资财大兴土木，
而是在既有学校环境和硬件条件的基础上，通过

优化配置资源， 更好地展示高校的精神文化、教

学科研文化和管理文化。 在互联网背景下，一所

高校的物质文化很容易被横向对比，如何保留高

校自身的传统环境， 又能体现互联网的方便快

捷，是培育和发展高校物质文化的关键。 在这一

过程中，高校工会应广泛收集高校师生对高校环

境布局和绿化等的意见建议，并将意见建议传达

给相关管理部门。
三、“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工会推动校园文

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整体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工会推动

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一）制度建设滞后

完善的制度建设是提高高校工会服务水平，
规范高校工会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 互联网的出

现和应用，给高校工会开展文化建设在内的多项

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通过浏览部分高校及其工

会部门的网页，笔者发现与工会制度建设相关的

新闻几乎很少出现，尤其是如何结合互联网开展

工作的新闻更是凤毛麟角。 高校工会更新制度建

设的进度普遍滞后于学校其他行政管理部门。 此

外，高校工会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还未能紧跟

互联网发展步伐，无法吸引教职工尤其是青年教

职工充分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
（二）队伍建设不够完善

由于传统环境中的高校工会往往负责常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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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如举办讲座和文体活动等，这些日常工作

往往不需要较高的知识层次，因此很多高校的工

会工作往往由年龄偏大、学历水平不高的人员负

责。 而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明显需要更多熟

悉互联网、懂得利用互联网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

工会人才。 此外，当前高校工会还普遍存在编制

人员少、校内兼职人员多、工作经验不足且自身

培训不足等现象和问题，这就导致高校工会无法

做到深入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4]。
（三）工会活动单一，缺乏创新

高校工会作为教职工的群众组织，承担着党

和教职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长期以来，高

校工会采用多种方式方法， 为丰富教职工的教

学、科研以及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校教职工

积极主动地参与工会活动，也为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作出了贡献。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

校工会采取传统的工作方法很可能就无法再取

得明显效果。 实事求是地讲，高校工会带给教职

工的传统印象更多的是发发福利、 组织演出、比

赛等文体活动。 高校工会已经将这些活动作为工

作的常规内容甚至“固定节目”，每年按照相对固

定的时间表开展这些工作，久而久之，高校教职

工也就习惯了高校工会的这些工作内容。 很明

显，这些工作在构建传统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是有

着积极意义的， 但对于教职工尤其是思维活跃、
乐于追求新鲜事物的青年教职工，是否能保持足

够的吸引力，就值得商榷了。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

代背景下，高校教职工有了更多选择，对于工会

组织的传统活动就有了“完成任务”甚至消极应

付的心态， 这明显不利于校园文化的培育和巩

固。
四、“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工会推动校园文

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根据前文对高校工会与校园文化之间的 关

系，以及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工会在校园文化建设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高校工会应积极顺应互联网

发展趋势，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校园文化建

设。 整体而言，应遵循如下工作路径（见图 1）：

图 1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工会推动校园文化

建设路径图

具体而言，高校工会应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转变职能定位，完善工会规章制度

当前大部分高校工会仍然停留在传统意 义

上的工作模式，以工会为发布主体的学校文件少

之又少，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组织各种文体活动

上面，导致其他部门和师生对高校工会的职能定

位产生了认识性偏差。 如前文所述，高校工会组

织各种文体活动其实是在培育精神文化，尽管非

常重要， 但并不足以代表高校工会的全部工作，
不能履行高校工会的应尽职责，也并没有囊括工

会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应有内容。 因此，与高校

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相比，高校工会必须尽快转变

职能定位，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需要完善包

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各项文化建设和培育的

规章制度。 只有将工作的方式方法以正式的规章

制度体现出来，才能保证在高校实际工作和生活

中得到严格贯彻与落实。 结合当前互联网的时代

背景，高校工会应当着重补充完善如何利用互联

网工具更好地构建和培育校园文化的规章制度，
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民主决策

机制、分配机制和评价激励机制等。
（二）创新互联网工作团队建设，提升人员素质

当前互联网时代已由传统互联网进入移 动

互联网时代，校园文化建设也相应地从单一建设

转变为多元和移动模式。 为了及时紧跟互联网时

代工会工作形式创新的步伐，高校工会应利用高

校丰富的师生资源， 创新互联网工作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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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原有的工会组织形式不变的情况下，积极

组建一支在工会委员会领导下的， 熟悉网络技

术、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管理工

作的工会互联网工作兼职工作人员队伍。 这支队

伍可以是公益性的、自愿的，完全可以由热心工

会活动的行政管理人员、专任教师和学生共同组

成，并着力吸收年轻教师和学生社团负责人作为

兼职成员。 这支队伍是扁平的而非垂直的，是摒

弃了机械和单一管理模式的，成员之间实行无障

碍无层级沟通。 值得强调的是，之所以需要吸收

年轻教师和学生社团负责人作为工会工作人员，
是由于青年教师和学生本身就代表了高校的“新

鲜血液”，他们极富创造力，思维极为活跃，更容

易接受新观点，更乐于采用新技术，尝试新方法。
在借助移动互联网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青年教

师和学生大有用武之地， 借助于他们的努力，可

以很容易地构建微信公众号平台和开发简单的

手机 APP， 把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以更加形象、
更加活泼、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全校师生

面前。
（三）与其他部门合作，共同加快网络平台建设

校园文化的构建与培育需要群策群力，并非

单靠一己之力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 高校工会应

结合自己的职能定位， 与高校其他部门相配合，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地构建和发展校园文化的网

络平台。 按照前述校园文化的内容，可以在高校

党委指导下，与二级学院党总支、学校团委或思

想政治教育部门联合构建精神文化平台；与高校

教务处、科研处和二级学院管理部门联合构建教

学科研文化平台；与高校办公室等部门联合构建

管理文化平台；与高校资产处、后勤处等部门联

合构建物质文化平台，并根据情况开设校园文化

网络研究中心等非正式机构。 通过一系列网络平

台和中心的构建，既能够对校园文化的构建和培

育及其影响力进行总体把握，更能够根据全校师

生对网络平台的使用和反馈进行数据分析和研

究， 为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培育提供量化数据，不

断弥补短板，发展优势。
（四）加强内容建设，使校园文化与互联网无

缝对接

相对而言， 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工 具和载

体，只有将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做精做良，才能

够借助互联网更好更快地深入传播。 因此，借助

互联网的内容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高校的校园文化尤其丰富

多彩，任何一项活动都可以成为“互联网+”的后

缀[5]。 在互联网与校园文化“亲密接触”的过程中，
一些传统校园活动如知识竞赛等完全可以转化

为线上进行，更应该根据学校师生年轻化、网络

化的特征，由高校工会精心设计和组织一系列积

极向上、思想健康、形式活泼的特色网络活动 [6]。
通过这些“新”活动，能够不断吸引全校师生的关

注。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高校工会可以设置开

发专门的微信公众号或手机 APP，定期整理汇编

国家和地方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和相关材

料，以观看视频、文献阅读、题目回答、专题辩论

等线上形式， 辅以象征性的虚拟或实物奖励，充

分调动所有教职工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五、结语

互联网、高校工会工作与校园文化建设并非

相互割裂，而是相互关联和有机统一的。 在当前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工会应充分认识

到自身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紧

跟时代，借助移动互联网这一工具，不断将校园

文化建设推进到更高层次，实现高校的和谐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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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Ways of College Trade Unions Promoting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an Dongxia，Liang Xia

(Institute of Labor Union studies,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357)

Abstract: Due to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presents more and
more diverse con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 of college trade un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regardless of functional orientation, job content and purpose requirements.
College labor unions should focus on spiritual cul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culture, management cul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to cultivate campus culture.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t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o the promotion of campus culture by college trade unions. In order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college trade unions should change their functional orientation, improve trade un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work team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cooperate with other
department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latforms; strengthen content construction, achieving seamless
integration between campus culture and internet.

Key Words: internet; college labor union;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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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efense Responsibilities
of Trade Unions in China

Chen Junjie，Wang Yanrong

(School of Labor Relations,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357)

Abstract: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co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safeguarding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However, in the real society, for various reasons, trade unions can not fulfill their duty of safeguarding rights well,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function of safeguarding rights of trade unions, the pass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afeguarding rights of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the limited practical
effect of safeguarding rights of trade unions, and the tendency to safeguard “bottom-l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ch can not well promote “growth-oriented equity”. The main causes of the dilemma of the weak protection of
trade unions’ rights in our country includ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current labor relations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unions’rights;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trade unions’rights protection has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and rigidity; and the workers
of trade unions lack the working thinking and ability of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righ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safeguarding trade unions’ right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of safeguarding trade unions at all levels in legislation, strengthen the rigid restriction of trade unions’
rights, optimize the working mode of safeguarding trade unions’ rights,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afeguarding trade unions’ rights.

Key Words: trade union; duty of safeguarding rights; predicament; cause of formation;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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