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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友是开展德育工作的重要力量,校友参与学校教育工作是对“双一流”建设的有益探索,也是

建设“大思政”格局和“三全教育”的内在要求。本研究基于校友资源角度,探讨校友资源融入高校人

才培养的内涵及存在问题,并探索校友资源在人才培养思想政治、专业发展、素质提升三个环节的融合

创新模式,进而为校友资源助力“双一流”建设提出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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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umni are an important force to carry out moral education. Alumni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i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and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lumni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alumni 

resources integrated into university talent training, and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mode of alumni 

resources in the three links of talent training ideology and politic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hen puts forward new attempts for alumni resources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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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校友与学校之间有着天然、真挚的情感联系,是学校事业发

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整合校友资源,能有效实现校友和校友企

业之间及校友与学校之间互通有无、互帮互助、互利共赢的共

同发展目标。 

1 校友资源融入高校人才培养的内涵 

科教兴国,教育强则国家强。国家领导人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把加快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一流学科作为重中之重。该讲

话为我国新时代高校“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双一流”

建设必须向高校注入各种社会资源,校友的发展水平是检验

高校办学成功与否的试金石,校友的知识、经验、人脉等资源

可以为高校提供丰富的外部资源支持。如何充分利用校友资

源融入高校人才培养融合创新方式,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

课题。 

1.1校友资源的广泛性 

校友是推动高校发展的重要资源,校友的概念有广义与狭

义之分,广义的校友是指在同一个学校学习、工作过的人,包括

学校历届毕业生、领导、教师、工作人员等,而狭义校友是指在

同一个学校学习的学生毕业后的互称[1]。校友资源 早是由黄

文辉、刘敏雯在《一流大学建设中校友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

究中提出的,“校友是教育中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特殊产业的

独特资源,学校应充分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源、教育资源、物质资

源、信息资源、公共关系资源和智力资源,是我国的宝贵财富,

对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和母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高校校友资

源分为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在高校德育、就业指导

和反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 

1.2校友资源的亲和性 

校友与学校的情感纽带有利于促进人才培养的全方位发

展。校友从入学之初就受到学校文化、校训、校风等影响,与母

校有着天然的感情和联系,这种基于“学缘”的特殊情感使得校

友更加关心和支持母校的发展[4]。校友资源的亲和性体现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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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与校友及校友与在校学生之间,他们学习背景相似,容易引起

共鸣,从而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帮助他们成长成才。 

1.3校友资源的专业性 

校友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为在校生

提供实践指导和行业见解,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因此高校

可以通过深入挖掘校友资源,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联系校友,推

进校产研合作,开发海外校友资源,充分利用新形势下的高校校

友资源[5]。许多高校由于发展历史及独特的品牌专业特色,毕业

的校友主要分布于特定行业,有利于形成“传、助、带”的良好

传统。 

1.4校友资源的持续性 

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和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随之提

升。因此基于校友资源参与高校人才培养融合创新模式构建后,

校友可以向高校输送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支持,为学校发展

与进步提供持续支持与动力。而对比国内外校友资源研究也发

现,高校应该加强与校友的联系,形成一个重要的国内外信息网

络,从而充分开发校友资源,促进学校的快速发展[6]。 

2 校友资源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2.1校友文化建设薄弱 

高校若要形成具有特色的校友文化,首先学校需要获得校

友的认可,然而国内很多高校针对校友未建立完善的活动制度

与规划,活动零散,没有形成集聚效应。比如校友返校聚会方面,

高校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定期返校机制,使得校友一段时间后就

与母校脱节无联络[7]。校友之间缺乏情感共鸣与认同感,缺乏对

母校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导致校友间联系互动少,无法形成校友

文化。 

2.2校友资源整合不足 

当前很多高校缺乏完善的校友数据库与信息管理系统,导

致无法准确了解校友的分布、职业、专长等信息,无法充分发挥

校友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就业指导等方面的作用,资源利用

效率低下。高校的校友工作团队、物资储备、资源管理模式均

无法适应基于校友资源的高校人才培养融合创新方式的需求,

且高校对校友资源整合方面缺乏长远规划与持续投入,导致资

源无法整合,无法发挥校友资源参与人才培养的作用。校友是高

校的独特资源和无价资产,高校应通过细分校友、加强校友关系

管理、将校友资源纳入学校人力资源规划、促进校友校企合作

等途径加强校友资源开发[8]。 

2.3校友关系维护不够 

校友与高校之间的“学缘”对于早期校友会发展至关重要。

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学校规模较小,学生数量有限,学生与

老师互动较多,因此即使毕业多年,仍然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然

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师生比例增加,师生之间互动机会减少,

导致学生对母校情感逐渐淡化,学缘关系变得不再牢固[9]。现今

高校对校友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校

友工作边缘化、功利性严重,高校与校友之间相互赋能关系并未

建立,导致校友未能感受到母校的关怀与支持,参与母校人才培

养主动性不强。高校缺乏有效的校友关系维护机制,难以持续发

挥校友资源的作用。 

2.4校友资源利用单一 

目前国内高校对普通校友及志愿者关注不够,常见的校友

活动项目只有返校交流、捐赠、邀请校友返校做报告、召开座

谈会等形式,对校友工作缺乏足够“前瞻性”[10],难以发挥对高

校人才培养实质性促进作用,很少高校将校友资源充分运用

于高校学生的全过程培养中,这种情况导致校友资源的潜力

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也限制学生在校期间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

指导。 

3 校友资源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构建思路 

为了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积

极探索校友资源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充分利用校友资

源优势,形成“三创三引”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3.1创建校友文化,引领思想政治育人工程 

3.1.1建立校友资源数据库 

整合校友信息建立完善的校友数据库与信息管理系统,为

高校提供更精准的资源对接。高校通过校友资源数据库,可以不

断调查、整理、收集社会各界优秀校友信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

材料。高校透过与各地校友的联系,在征得校友同意时,发布优

秀校友的社交媒体账户,给予学生向优秀校友学习的机会与方

式,拉近学生与校友的距离,并借机打造校友风采片、刊物等方

式展示校友求学、成长及成功的典型事迹,激发高校学生也要成

为优秀校友的内在动力。 

3.1.2定期组织校友活动 

高校针对校友需建立完善的活动制度与规划,定期组织举

办校友创业分享会、行业交流会、技能培训班等活动,形成集聚

效应,营造团结互助的校友文化氛围,建立学生与校友继承发扬

团结互助的精神,营造校友网络。利用校友资源,邀请校友回

校分享经验、讲授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接触校友,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凝聚校友精神谱系,发挥朋辈教育

示范作用。 

3.2创新课程体系,引领专业发展育人工程 

3.2.1设立校友导师制度 

很多校友在各行各业中累积宝贵的行业知识与实践经验,

能够以实用生动的案例弥补学校课程教学的不足。因此可以邀

请优秀校友担任学生的导师,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也可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化的校友资源

匹配系统,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自动匹配 适合的校友资源,

实现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例如斯坦福大学建立由校友组成

的导师团队,通过案例教学、E-Corner在线讲座等方式,鼓励与

引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业。 

3.2.2校友企业家的咨询服务 

校友参与高校人才培养融合创新方式之一是成立一个校友

企业家的咨询服务,因为教育部机构及高校都是高等教育领域

的人,大同小异,容易形成封闭的圈子,为了发展校友专业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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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优势,可以从企业界中寻找合适的有渊源的校友,协助企业

与学校彼此的连结,或许能传承给下一代学子在课堂中学不到

的知识。例如,“德国科技创业中心”其亮点是高度依赖强大的

校友资源网络和商业专业背景,经常邀请有成功事业或创业成

功的校友进行创业培育、产业交流、创业竞赛、商机媒合等辅

导,并透过产学携手合作的方式,持续扩大创业社群网络,形成

一个地区型的创业聚落。 

3.2.3与校友企业产学合作 

与校友企业进行产学合作,是校友企业深入人才培养非常

重要的形式,校友企业可以提供 新的行业信息及实践经验,帮

助高校更新课程内容,让教学内容更贴近实际工作需求。学校透

过校友企业建立校外实践基地,让学生实践中清晰自己的职业

发展方向,有助于职业规划,而校友企业也可以因此提升企业知

名度与美誉度,并发现优秀人才,建立人才储备。例如中南大学

与校友企业合作,通过企业参观、在岗实习、调研参访等形式,

构建起“教学-科研-转化-实践”四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 

3.3创设基金平台,引领素质提升育人工程 

设立校友基金,帮助经济困难有创业理想的学生以此增强

校友之间的联系,促进校友与学校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也能为学

生提供创业启动资金、运营资金支持,降低创业风险,促进学生

创业的成功。例如清华大学2014年创设“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

金”,由水木清华理事会多位校友共同出资,扶持助力在校学生

与年轻校友创业。 

4 结语 

校友是开展德育工作的重要力量,校友参与学校教育工作

是对“双一流”建设的有益探索,也是建设“大思政”格局和“三

全教育”的内在要求。基于校友资源的高校人才培养融合创新

模式,创建校友文化、创新课程体系及创设基金平台,引领思想

政治、专业发展、素质提升育人工程,是打造高校-校友发展共

同体与育人共同体,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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