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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的形象塑造是以办学理念为基础、以发

挥大学功能和彰显办学特色为载体的系统工程 , 是有

意识的、长期的实践行为 , 其目的是外树品牌、内聚人

心、获得支持和推动发展。

一、地方高校形象塑造的理性思考

探讨形象塑造必须弄清两个概念 , 一是形象 , 二

是形象定位。所谓形象 , 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

对认识对象的总体的评价和印象 , 是形象主体在形象

客体观念上形成的结果。人是形 象 的 确 定 者 和 评判

者。形象定位, 也就说塑造什么样的形象 , 这是形象主

体对自我形象目标框架的勾画。这种勾画应该是基于

现实与可能 , 是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的综合谋划 , 是

形象塑造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 我们说形象的塑造是

形象的主体作用于形象的客体 , 形象客体对形象主体

一种认知的结果。

形象的内核并不是表现在视觉形象上 , 而是表现

在它的社会价值上。地方高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 因

此 , 学校的形象塑造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上。笔者认

为 , 地方高校的形象塑造必须综合考虑三个因素、突

出四个意识。第一个是属性因素 , 它区别于其他社会

群体的本质 , 有两个层面 : 即整个高等教育、高校的共

同属性和不同的学校的不同属性。我们经常划分的一

流大学、二流大学和三流大学 , 或者是部属院校、地方

高校、职业技术院校等 , 这是不同的属性。第二个是地

域因素 , 就是学校所处的特殊地域环境。第三个是受

众因素 , 这是指学校形象的受益者和评判者对高校形

象塑造的一种影响。地方高校形象塑造应该突出的四

个意识 : 第一个是使命意识。这是个体的自我形象和

自我社会责任的强化 , 这种社会的使命意义和履行使

命的程度 , 是决定地方高校形象价值的关键。第二个

是创新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形象塑造 , 不应该是对已

有模式的复制 , 而是不断创新和培育与众不同的优良

个性的过程。第三个是作为意识。地方高校的形象塑

造, 应当是自我目的与公众利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

特定的地域环境下的有机切合。第四个是群体意识。

形象塑造应该是群体的行为 , 高校的形象是其群体行

为在公众中的综合反映 , 所以 , 形象塑造应 当成 为 其

群体自觉的、理性的行为。

二、地方高校形象塑造内涵的特点

地方高校形象塑造内涵的特点如下 : 第一是个性

化的办学理念 , 这应该是地方高校形象的灵魂所在。

地方高校办学的理念 , 应该说决定了大学形象的基本

框架 , 是大学形象的蓝图和灵魂。第二是不可替代的

大学功能。作为形象主体的大学 , 应该履行现代大学

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不同类型

的高校, 在履行三大职能过程中 , 应该各有侧重。地方

高校相对于部属院校而言 , 实力弱小 , 毫 无 疑 问 将 处

于劣势、弱势地位 , 因此 , 地方高校在履行现代大学职

能的时候 , 应该找到符合自身 特 点 和 能 充 分 彰 显 自

身优势的支点。这个支点就是立足地方 , 做地方的文

章 , 在功能和特色上 , 要独辟蹊径 , 发挥不可替代的功

能 , 彰显独特的价值。就是说地方高校 , 办在这个区域

里 , 其他的大学不可能取代 , 你是独一无二的 , 你的作

用是最大的 , 只有这样 , 地方高校的功能才 能 发 挥 得

充分。第三是独特的大学精神 , 这是地方高校形象塑

造的突出特点。地方高校在遵循大学精神的共性的要

求前提下 , 还应该不断培育并形成具有个性的大学精

神。第四是地方高校形象塑造应该坚持理念、功能和

精神的三个统一 , 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 一 起 。这 样 ,

地方高校形象塑造的内涵就会更加充实。

地方高校形象塑造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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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高校形象塑造的实践探索

吉首大学创办于 1 958 年 9 月 , 是一所省属综合

性大学。校本部坐落在枝柳铁路和建设中的长渝高速

公路交汇处的吉首市 , 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 , 学校现已

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特色鲜明的大学。我校在形

象塑造的实践中 , 第一是确立了具有学 校 特 点 、地 方

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办学理念。学校处在湖南的西部 ,

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不断地满足区域对高

等教育的迫切需求 , 切实帮助 当 地 的 老 百 姓 发 展 经

济、摆脱贫困 , 尽快缩短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 实现区域

经济发展 ,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与生俱来的特

殊使命。我们根据地域和使命的特殊性得出这样一个

朴素的认识 : 如果说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 和 教 育 部 的

一些“985”、“21 1 工程”高校解决的是卫星上天的问

题 ,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科学家、两院院士、政治领袖

的话 , 那么我校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脱贫致富和培养

县以下的村官、乡官、中小企业家的问题。因此 , 我们

将服务面向定位在 : 立足湘西、面向湖南、辐射边区和

服务基层 ; 将学校的形象目标定位在 : 办成湘、鄂、渝、

黔四省市边区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效益最好、功能最

强和特色鲜明的地方综合性大学。

第二是把艰苦奋斗的办学传统作为学校建设发展

的内在动力。这是我校的立校之基、兴校之本、传校之

宝、力量之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校赋予艰苦奋斗

新的内涵, 就是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 树立一种自

强不息、不安现状的进取意识 , 一种爱岗敬业、主动分

忧的奉献意识 , 一种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大局意识 ,

一种集中精力办大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意识。

我校的校训是: 以人名校 , 以业报国。就是号召广

大师生员工以自己的成就为学校争光 , 扩大学校的社

会影响力和塑造学校的形象 , 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报效

民族、报效国家 , 回报父老乡亲。我们把个人、集体和

国家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 依次推进 , 由 具 体到 抽

象。我们提炼的学校精神是凤飞千仞, 兴传八方 , 就是

要求学生发扬凤凰的志向高远、奋发向上的精神, 扎根

民族的贫困山区 , 兴传文明之火。同时通过形象工程 ,

将学校的精神价值追求融入了学校的路牌、路标、校

徽、校旗、校歌之中 , 使无形的精神有了有形的载体。

第三是充 分 发 挥 服 务 区 域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不 可

替代的大学功能。一是为湖南民族贫困山区培养高素

质应用性人才的不可替代性 , 如 在 学 科 专 业 的 设 置

上 , 我们开设了服务、扶持民族地区经济 社 会 发 展 急

需的学科专业。我校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 1 2 大学科门

类, 除了军事学没有外 , 其他 1 1 门类我们都有学科和

专业。在招生上 , 我们确保民族地区招生计划的落实

和完成 , 长期坚持开办少数民族预科班。我们把时代

精神、地方的人文资源和学校艰苦奋斗的办学传统融

入了人才培养之中 , 学生毕业之后 , 绝大 部 分 扎根 于

湖 南 的 民 族 地 区 , 真 正 成 为 了 下 得 去 、用 得 上 、留 得

住、干得好的专门人才 , 确立了其他高校 不 可 替代 的

作用。刚刚退下来的湖南省省委书记杨政武、现在湘

西州的州长 , 以及很多县长、市长和湘西 州 主 要企 业

的厂长、经理都是我校的毕业生。湖南省参加全国第

十 届 人 大 代 表 的代 表 团 里 面 , 我 校 的 毕 业 生 占 了 8

位 , 其中还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总监票人是我们学

校的教师 , 还有一位全国政协 的 常 委 也 是我 校 毕 业

生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校培养的人才的素质。二

是为民族贫困山区经济建设提供 科 技 创 新 的 不 可替

代性。多年来, 我校坚持面向地方找课题 , 课题研究为

地方服务。“十五”期间学校获得的 440 余项各级科

研项目 , 绝大多数是以湖南西部民族贫困山区为研究

对象。因为我们的课题研究以当地的人文历史资源的

开发、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 , 以地方自然资源开发与

利用为重点 , 坚持创新研发 , 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 所

以容易立项 , 立项也容易出成果 , 并取得 了 一 批 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成果。例如, 我们的专家通过 8

年的选优 , 使猕猴桃的栽种面积仅湘西州就达到了 1 0

万多亩 , 帮助近 1 0 万农民摆脱了贫困。三是为湖南民

族贫困山区社会进步发挥先进文 化 引 领 作 用 的 不可

替代性。我校牢记历史使命, 主动走出校园 , 积极发挥

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我校的一些学者、专家已经成

为当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特聘专家和顾问 , 他们利

用自己的学术专长 , 参与地方的各项事业 建 设 , 发 挥

了直接的服务作用和大学文化的辐射作用 , 提升了城

市文化的品位。对我校的办学成就和价值 , 地方政府

是这样评价的 : 湘西州的发展离不开吉首大 学 , 如 果

不办吉首大学 , 湘西会更落后 , 吉首大学解决了省委、

省政府的后顾之忧 , 或称西部之忧 , 因为湖南最偏僻、

最落后的是湘西。

现在我校 已 经 成 为 湖 南 西部 地 区 思 想 文 化 的 高

地、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创新的基地和 城 市 形 象 的

名片。■

( 作者系湖南省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 本文根

据作者 2006 年 12 月 22 日在“高校形象建设论坛”上

的发言录音摘要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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