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读后感(大全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大学读后感篇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四书五经这个东西，千百年来，已经被无数人阐释了无数遍，
本无需再狗尾续貂，然而，时代有不同，读者的阅历亦有不
同，视角自然有变化，故，依然有东西可写。不妨就写写我
这些年读四书的感想吧。

先从《大学》开始。

《大学》，非大学。古时学分小学、大学，无中学，一般十
五岁入大学。小学学的是识字断句、声律启蒙、遣词作文；
大学则教“大人之学”，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不可谓
不重要。《大学》一书，本出自《礼记》中的一篇，被北宋
的二程（程颐、程颢）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重新梳理。到
了南宋，又被朱熹做了一番梳理和补写，与《中庸》一起被
摘出来单独成书，二者与《论语》、《孟子》并列，是为四
书。

五经是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四书的地位，有点像五经的导
论，或入门书。《大学》是四书之首，篇幅很短，主旨也不
是很复杂。正文就更短了，都在第一章，基本上只有数百字，
叙述了《大学》的核心思想，后面的文字都是在从不同的侧



面阐述和论证核心思想。《大学》相传是孔子的后人子思所作
（不确切），其中的文字有不少引用自《尚书》、《诗经》
等书，看着朱熹的注释，意思也不难理解，不看注释，自己
也能猜出七八分，所以，对于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没有阅
读障碍的。

我是20xx或20xx年开始翻看此书，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买了一本朱熹的《四书集注》，就看了看。记得很清楚，看
到第一篇《大学》，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读晚了。目前
看来，大二大三看应该比较合适。中国目前的教育方式，对
大部分人来说，中学阶段基本都是忙于升学，决定了学生的
时间不大可能去思考一些“治国平天下”的“大学”。真正
上了大学之后，又是忙于各种考试，为了就业，考各种证，
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一生只为稻粱谋”，已成为了大多
数人难以改变的“命运”。《大学》这类书，看早了，没有
相应的经历，没有切身感受，很难明白；看晚了，有些事情
自己经历过了，也能总结出类似的道理，再看就是复习了；
或者看看别人怎么看，看看古人怎么阐发其中的“微言大
义”的，玩味一下，也未尝不可。

所以，当前中国的大学生“治国平天下”的水平，与一千年
前的“大学生”相比，未必有什么长进，尽管他们读
的“书”很多。

进入正题。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
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一文，主要讲的就是“修齐志平”之道，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也许大部分人都用不着治国平天下，即使如此，
读之若能修身齐家也是很不错的。其中的一些话，即便当做



名言警句，也是发人深省的，比如，“知其所止”，“物有
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摘几句出来，谈谈我的看法吧。

“知其所止”。这是一个关于目标选择的问题。此处
的“止”，应是终极目标，不是阶段目标。说白了，一个人
要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的，如果这个问题弄明白了，相信
一定会少很多烦恼，人的烦恼大部分都是被周围的环境惹出
来的，看到身边的人怎么怎么样了，心里往往会有波澜，可
是，如果你如果知道自己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再去看那些事
情，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烦心事儿，一时的得失、高低、
成败、荣辱，不过转瞬，对于“所止”之目标，几乎无任何
影响，根本不值一提。而人又如何找到自己的“所止”呢？是
“立长志”呢？还是“常立志”呢？一个人想要找到值得自
己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不容易，很不容易。如果一个人只是
求温饱而已，那么，只要不在乱世，无大病大灾，自己踏实
工作，这个目标应该很快就能实现，实现了之后，又该干点
什么呢？把这个“温饱”生活重复一万遍？还是再定一
个“小目标”？比如挣一个亿什么的？游遍世界？吃尽美食？
这种物质上消费型快乐，很可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当
一个人老了之后，回忆一生，如果能记起的只是吃了什么好
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岂不有点遗憾？不过，话又说回来，
人各有志，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吃喝玩乐过一生，就是最
大的终极目标，其他都要靠边站。这种活法对于gdp确实有重
大贡献，既然如此，也不错吧。

大学读后感篇二

《大学之理念》写于德国二战战败之际，当时的德国大学刚
刚经历了最为深重的内外灾难的洗礼，百废待兴。作者雅斯
贝尔斯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包含三个互
相之间密不可分的方面：学问传授，科学与学术研究，还有



创造性的文化生活。最重要的是，大学的自治权——这种自
治权甚至得到国家的尊重——是来自一个具有超国家的、普
世性特点的不朽理念：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所要求的，也是
它被赋予的。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传授真理成为一
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
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

作者认为的理想大学，第一点就是要服务于科学与学术的，
科学表达了人对知识基本的、与生俱来的渴望，是自为的。
这种对于知识的渴望本质上要先于所有功利的考虑。因为降
低到使用层面的知识就不再是知识的整体了。

所以，在选教师上，最好的科学研究人员同时也应该是首先
的教师。也许这个科研人员在教学方法上是不称职的，但是
他能够独立地引导学生接触到真实的求知过程，从而也就能
够引导学生接触到科学的精神，而不只是接触仅凭借记忆就
可以传授的僵死结果。

然而，科学也有其局限性，除非是在一个假说的框架之内，
否则我们不能获得关于真理的具有普遍效力和说服力的知识，
而我们知道这些假说又具有相对效力。

大学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在对塑造大学的文化中
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人文学科在教育上是有价值的，因
为它们允若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一种对传统的参
与，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遗憾的是，一种出于
双方共同的教化目的而将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现实主义融
会贯通的教育理念在我国仍未实现。

大学（universitas）的最初含义——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
与它作为所有学科的统一体的含义同等重要。这个理念要求
交流的存在，不仅要有不同学科层次上的交流，而且要有不
同个人层次上的交流。大学应该给学者们提供条件，让他们
可以直接交流，这种交流必须是苏格拉底式的：提出问题，



以便人们达到对自己和他人清晰的认识。并且，这种交流不
必承担任何现实的结论。大学所认可的只是对于承担真理的
责任。

尽管这本书写的年代久远，但是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归
根结底，还是自由意志的问题，如果大学的'自由意志无法超
越政治形态，并且被恰当的使用，那么大学生仍然将在原罪
中堕落。

大学读后感篇三

又读了《大学章句集注》，并参考了唐文治的《大学大义》。
因为自己就是从事教育行业的，所以情不自禁地把古代读经
教育和现代教育的一些方面做了对比。

不管是《大学》还是其他经书，其主要内容无外乎两方面，
一是修身，一是治国。而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从中小学到
各大高校基本上是不讲治国的内容，修身的内容也不再强调
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的核心素养。

现代教育的课本五花八门，差不多十年一变，不知变了多少，
没有守。古人读的儒家经典却是历经千年不变的，变的是每
个时代的注疏。

以上变化究竟是好是坏，我个人不想过多的评说。但有一点
却让我忧心不止，不得不说。当我去读四书五经的时候，我
能鲜明地感受到有人在文化的源头向我招手，使我不断向他
看齐。然而读现代白话课本成长起来的我，虽然也一直在教
育领域工作，却从来没有类似的感觉。很多时候我问自己，
我交给学生的这一套我自己相不相信呢？越是往深处思考，
我越是没有底气回答。

不论实行怎样的教育制度，采用什么样的课本，如果教育本
身不能凝聚人心，增强文化的向心力，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都



是堪忧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
否矣。”

上自国家君王，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
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
不可能的。

有没有可能出现“身不修”、“家不齐”而“国家
治”、“天下平”呢？

有的人会认为，治理国家与个体没什么大的关系，而是那些
当领导的人去治理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偏颇的。

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说明国家的事
务与每个个体都是分不开的。“国将不国，家何为，人何
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国与个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岳飞与秦桧：岳飞背负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驰骋沙场，
虽遭奸人陷害，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感动后来许多人；秦桧一副卖国嘴脸，为了金钱与利益，不
顾国家安危，出卖忠臣，出卖国家，遭受万人的唾弃。

一滴水不能养活一棵大树，却能映照出太阳的光辉；一朵花
不能装扮整个春天，却能展现出生命的华美；一个人不能构
成一个国家，却能体现出这个国家的文明。

从普遍和长远来看，“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大学读后感篇四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的第一句写到：“《大学》之书，古之
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意思是《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



学教书育人的纲要和准绳。为什幺呢?带着这个疑问，我阅读了
《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中的《大学》。

《大学》被朱熹分为了经篇和传篇。经一章向人们展示的是
儒家的“叁纲八目”的要义，逻辑分明，层层推进。“叁
纲”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指的
是“格物、致知、成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十篇的传的文则是引经据典地阐释“叁纲八目”，其
内容言简义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
旨在于显明本有的清明德行，在于把这种修养取得的成就恩
泽人间百姓，从而使人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解释“在明明
德”的传一章引用了《康诰》《大甲》《尧典》主要是“为
了说明弘扬人性中美好善良的品质从叁皇五帝时期就开始了，
并不是我们标新立异的产物。”我认为它包涵了“性本善”
的意味。《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中的“天之明
命”就是指上天平等赋予每个人的德性。它强调了人的本性
都是善良美好的，但是可能由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的不同才
导致了人们在品行和德性方面的差异。因此“皆自明也”，
即要我们自己加强自身的修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在亲民”。《四书章句集注》中
“程子曰：‘亲，当作新。’”朱熹说“新者，革其旧之谓
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
之污也。”《新民与亲民——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
问题》一文提到“新民”指使民众提高觉悟，实现精神、思
想的更新;而“亲民”则指使民众富足、安顿而获得必要的生
存基础，进而亲善于政权结构，易于统治，服从管理。“如
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亲民“适合古代社会而”新民
“更适合现代的社会。因为”新民“更强调了一种自我的革
新，社会的革新。正如朱熹所说的，首先要自己”去其旧染
之污“，对自己的旧观念，旧思想进行改造和更新，然后
再”推以及人“，那幺领导者就不担心人民不归顺他。对于



个人来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一种非常好的
提升自我的办法：通过不停歇地随时反思自我、改过自新从
而”得道“。如孔子的”吾日叁省吾身“。

通过”明明德“、”亲民“然后”止于至善“。”止于至
善“的意思是人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朱熹说：”言明明德、
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
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在我看来，这是通过”明明德“、”
亲民“后达到的一种效果，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似乎
太理想化了，不管从古代社会还是现今社会来讲都有点脱离
了实际。然而，我们首先要”知其所止“然后才能谈论”止
于至善“。书中所描述的”止“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讲的止于
仁、敬、孝、慈、信。不可否认，这对于现在来讲仍然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但我理解的”知其所止“更强调了自己应该
找准自己的人生位置，然后才能为之奋斗。

经篇勾勒出”叁纲八目“的要义，然后传篇对其展开阐释。
其中”八目“又包含着”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而”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外治。

在内修方面，先是格物致知，然后是诚其意，正其心。”所
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为穷，故
其知有不尽也。“由于我还不太懂朱熹这番话，于是我通过
查找一些资料来加深对格物致知的了解。”格物指努力穷就
事物之理，当人民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备彻底
了;致知完全是作为认识过程找能够的格物在人所得知识的一
个自然结果;所以朱熹认为，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
知悉用“格物所以致知”来说格物和致知的关系，一方面说
格物以致知为目的，另一方面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
“人的知识在认真研究外界事物中获取，日积月累就能达
到”知之至“的境界。这里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对于教师，
该怎幺样帮助学生”格物致知“呢?过去的教师”填鸭子“的



形式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今教育的要求了。再联系”格物“，
我认为它更强调了是自己对事物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借用别
人的知识，从而达到”致知“。

从知识储备方面，内修要求”格物致知“，那幺从精神修养
方面呢，就要求”诚其意，正其心“了。意诚则必须从慎独
开始，正心则要求保持平和的心态。我觉得无需哆嗦这两者，
因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在不断的自我改善中达到
的。

在外修方面，”齐家，治国，平天下“着眼于处理人际关系。
这让我想起安葬于西敏寺的英国国教主教的墓志铭：我年少
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当我
年事渐长，阅历增多，我发觉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我缩
小了范围，决定改变我的国家。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了。接
着我步入了中年，无奈之余，我将试图改变的对象锁定在最
亲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个个还是维持塬样。
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
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
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
谁知道呢?这也让我想起了自身，自问我没有这幺大的抱负要
平天下，或改变世界，但我希望以后受过我教育的学生都能
成为能”平天下“，能改变世界的人，那幺我也算是成功的
老师了！

总的来说，《大学》言简义丰，让我领略到中华经典的强大。

大学读后感篇五

记得在上毛概课之前，当同学们谈起这学期要开设毛概课时，
几乎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抵触情绪。

我想这大概源于先前的马哲和马政经课的糟糕经历吧!如今碰
上了它们的姊妹课程毛概，想来亦无外乎枯燥乏味之类，心



情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但是几乎令所有同学都出乎意料了，
第一堂课上的极其成功，大家一致的说法是：这个老师还不
错嘛!再往后，每堂课都是如此，大家终于赞口不绝：杨宗丽
老师的毛概课绝对是我校的精品课程。下面我就自己的学习
体会谈点儿心得。

首先，作为艰涩乏味的理论课程本来就不好讲，但是杨老师
把讲解理论融通于讲解历史故事当中了，从而使得理论与实
践活动紧密的联系了起来，好似一幅幅有血有肉的鲜活画面，
满足了学生们更易于理解感性材料的倾向心理，这便大大增
强了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把讲解理论变成讲故事，不仅丰
富了学生的历史知识，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历史文化认同感，
讲起来听起来都很舒服。

其次，杨老师不仅讲课的素材丰富，而且表现表达形式多样。
比如她以歌曲、图片、电影片段、电视画面等多元多样的方
式丰富理论框架，把理论的理解变成了一种视听享受。并且
上课的组织方式活泼轻松，再加上她幽默的语言表达，以及
课间轻快的音乐旋律，使得毛概课的学习变成了猎奇和享乐
的过程。

再次(不代表不重要)，杨老师与同学们互动密切，这可不仅
仅停留在课堂的问答层面，更多的则是他对下面不认真听讲
同学的提醒与提携。她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从她授课的热情表
现和对同学们的认真负责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关于这点我自
己还有切身的体会。

有一个周末，我偶然发现了一条有关杨老师的讲座信息，便
慕名而去。但是接下来的周二我由于身体不适，偷懒没去上
毛概课(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这竟然被火眼金睛的杨老师抓
了个现形，下课后系里好几位男生都来戏谑我，说杨老
师“夸”我了，我真是无地自容!这是令我无法想象的，原本
以为老师只紧盯着前排的几位同学，可谁知我这位经常坐在
后排的同学也……你能想象的到当一个老师这样对待逃课的



学生时，他还好意思再逃该老师的课吗?更重要的是第二次课
上我找老师解释时，她竟没有算我旷课，说听讲座补齐了!!
真让人难以想象，但杨老师却对每一位出现问题的学生都给
予同样的待遇，甚至你随便走在校园的路上，广播里就在谈
论着……杨宗丽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她用各种温情的
方式勉励和提携自己的学生，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

多希望每位老师都能如此为人师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杨老师从来不把毛概课的讲解只局限于该课程，而是以他教
师的身份极力承担着育人的责任，这包括她给我们介绍她先
前成功学生的奋斗历程，与我们分享她自己生活里的经验和
乐趣，以及教导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作学习中的困难等等。总
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两点：一是怎样做人;二是如何做事。我个
人有这样一种直觉，无论学习哪一门课，如果学生听完后觉
得，在如何做一位有修养的、成熟的、自立自强的人，从而
从从容容和和气气地去做事方面有所收获，那么这门课就是
成功的，对于文科类教育尤其如此。当然理工类也不例外，
因为这就是教育的使命。

今天我们对教与学的话题谈论很多，其中不乏争执叫骂声，
嚷来嚷去也不见得大局有多大变化，真希望老师与学生都能
自觉自律，静心从自己身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教育土壤
和教育空间的纯洁之美。这是我在一门课的授受过程中的一
点感悟，说出来一起共勉!

大学读后感篇六

迈克尔.夏托克的《成功大学的管理之道》将大学的形象声誉
建设与企业的品牌形象建设对比，说明良好品牌形象的优势，
大学的形象声誉与大学办学质量紧密挂钩。

形象和声誉是一所大学的主要资产，因此大学有必要采取积
极措施进行形象管理，确立大学的形象维护战略和优化战略。



书中说道公司定位的品牌功能：如劳斯莱斯、梅塞德斯-奔驰
的品牌定位在高贵、气派；沃尔沃定位在安全可靠；body
shop定位在环保；马克斯与斯宾塞百货则意味着实惠。同理，
大学的品牌也有定位效果：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有高质量的
生源，录取名额有限，都是筛选精英人才；只有很少一部分
学生会选择1992年后的大学，这类学校的生源基本上都是调
剂生。现在这个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学生倾向于选择知
名的大学而不选择品牌形象稍差的同类院校，这是竞争带来
的必然趋势。大学再也不能无视媒体的各种高校排行榜，一
般高校都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公共关系和相关事务的部门，
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形象塑造与管理。公开排名引起了激烈的
竞争，传统大学面临挑战，各个学校在修改课程设置的基础
上，被迫改善校舍，或者兴建新的校园建筑，使其更加现代
化。这些形象建设工程无疑是对品牌形象的重视。

说到大学形象建设，首先想到了大学的校舍建筑，校舍是高
校的固定资产，是大学活动的物质载体。优异的校舍环境可
以塑造良好的大学形象，本文校舍环境包括校园内的建筑、
还有配套设施以及卫生指数。大学仅仅制作精美的宣传图册
和网页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住宿
条件好，价格公道，要有宽敞舒适的图书馆和丰富的藏书，
机房设施建设完备，教室采用现代化的教学辅助工具等。安
徽大部分普通高校（包括二本三本以及大专类院校）教育质
量参差不齐，但是校舍建设都会有共同的特点。新校区的校
舍都是崭新的，花草树木很少，整个校园看着跟大型工厂差
不多。配套设施不齐全：教室内教学工具不齐全，多数师生
还是在传统的粉尘下完成课堂教学；机房内计算机不能满足
全部学生需要，要么数量不足，要么遭到恶意破坏；后勤人
员配备不足或者工作不到位，卫生环境恶劣，比如说教学楼
内的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脏乱成了习惯，师生也就没有什么
归属感和责任感；各个高校宿舍紧张，通常都是六人间、八
人间，人多的生活，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生活还是很不方
便，如果每个宿舍楼层有个洗澡间，绝对有个只出冷水不出
热水的水龙头，很多人只能对此望而却步，夏天或者冬天抢



公共澡堂里的水龙头已不是新闻。因此安徽的学生很羡慕福
建等热能、水源丰富的地区的学生，每个寝室配备太阳能热
水器的安排很贴心。所以，哪怕现在安徽各个高校已经安装
了空调，学生们还是觉得夏天洗澡是个问题。

至于各个高校的老校区，情况更恶劣，笔者曾经目睹有个二
本类院校的老校区很破，宿舍环境恶劣，有新生报到当天扭
头就走，有新生哭闹着不愿住校。我看了也会觉得现在的学
生太娇惯自己，来学校读书又不是来享受的，人家能住你不
能住，有本事住宾馆，有本事考到更好的学校。可是如今看
来，高校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抛去名
校不说，普通高校如同雨后春笋，学生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
现实情况确实如此，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多人不能身临其境
去感受校园环境，于是，除了参考高校指南和专业说明，大
部分考生在填报志愿前，都会上网看看学校的门头等建筑物，
到论坛里问问住宿环境如何，在同等类型的高校中，考生肯
定会选择形象建设较好、学习生活环境更好的高校。

书中说，成功的大学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后勤人员高度的
工作热情和自豪感。名校的校舍也许并不是崭新，可能很破，
但是后勤人员的工作很认真，校门口的保安对出入者严格审
查，要求出示证件，校园内的保洁人员勤勤恳恳，卫生死角
都一尘不染。在文明整洁的校园环境中，师生反而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注意遵守规章制度，保持文明的言行。卫生环境
良好，后勤人员的'工作量减少，这真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虽说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学和科研，但是大学要生存和发展，
光靠国家经费是万万不够的，必须拓宽经费渠道，争取校外
投资，包括企业资助和校友捐赠之类。但是社会的投资也是
建立在大学的价值基础上，没有人愿意赞助一个校舍破损、
卫生状况差的大学，这对于他们自身没有任何荣誉和自豪而
言。因而大学在追求教学与科研之时，也要考虑改善校舍，
提高师生的满足感。老师在现代化的教室内文思泉涌，学生
在学校有种在家的温馨和便利的感觉，大学校舍环境好了，



师生精神面貌俱佳，大学呈现的形象必然是整洁文明、生机
勃勃。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有锦上添花之妙用。

大学形象和声誉建设，如公司品牌形象设计同样重要，关系
着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大学的校舍环境是大学形象建设中的
重要部分，校舍是学校的门面，好的校舍环境能改善师生的
学习和生活质量，师生把学校当做自己的家，增强校内凝聚
力；好的校舍环境能够吸纳更多生源，扩大知名度，优化自
身形象；好的校舍环境也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为学校
的发展工作提供经济支持，大大促进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当然，大学的形象建设工作任重道远，仅仅依赖校舍环
境的改善是不够的，还有多方面值得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