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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华北电力大学不同校区为例，从主体需求视角探讨了“双一流”背景下行业特色类高校语言景观

的现状。研究发现，华电各校区语言景观在定期维护和改善不足等方面存在问题。为给改进工作提供数

据支撑和参考借鉴，同时挖掘校园文化内核，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我们提出策略建议，

探索高校语言景观建设的健康发展。其中包括创新制作方式，增强趣味艺术性；增强交流互动，形成良

性循环；体现宏观布局和理念传承，助力“双一流”建设等。优化路径和经验可推广至其他高校，实现

双一流校园语言景观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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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different campuses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NCEP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of industry-specific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s needs. 
It is found that the language landscapes of the different campuses of NCEPU are problematic in 
terms of regular maintenance and insufficient improv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explore the core of campus culture 
and influence the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the campus culture, we put forward strategic sugges-
tions to explo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We 
propose strategies to explo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innovative production methods to enhance fun and artistry, en-
hanced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to form a virtuous cycle, and embodied macroscopic 
layout and conceptual inheritance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The optimiza-
tion path and experience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double first-class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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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目的 

为探索“双一流”背景下行业特色类高校语言景观的文本内容、语种选择置放方式、呈现比例等要

素对学校的语言环境建设和对外形象建构的作用，充分从学生和老师等在校群体的主体视角出发予以观

察，我们以华北电力大学三大校区为例，陆续开展了问卷发布访谈调查、拍摄及图片分类、标牌设计与

制作等一系列调研实践工作。希望在挖掘校园文化内核的同时能够加深大学生等群体对语言景观概念的

了解，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学校文化的认同；通过在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更新和接受反馈，使成果得

到更多的关注并有效转化，为国内其余高校的语言景观建设改进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数据支撑和参考借

鉴。 

1.2. 理论基础和概念界定 

“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

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这是最早由加拿大学者 Rodrigue Landry & Richard Y. Bourhis 提
出的关于“语言景观”概念[1]。语言景观由语言符号和/或非语言符号组成，语言符号的书写体现为文字，

非语言符号包括图形、图像、图示、色彩、灯光、载体等(刘丽芬、张莉，2021)。在社会现实环境中，以

各种形式的标牌存在于公共环境之中。随着研究深入，一些公开但非正式的文字符号也成了语言景观的

研究对象，如临时张贴的海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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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景观研究是在公共场合下进行的，它不仅要考察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各种语码的频度和用法，

更重要的是深究语码形式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功能价值，例如引导功能、警示功能、教育功能

等[2]。特别是在高校校园环境内，作为一个语言景观丰富的公共环境，校园内标牌数目众多，且语码形

式各不相同，其内涵价值也大相径庭，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和优化空间。 
校园文化是指“大学育人环境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促进学生成人成材为目标，由

全体师生员工在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生活等各个领域相互作用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语言景观与校园文化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各具特色，是校园内的微型文化，也是整个社会系

统中的亚文化形态。校园文化一旦形成，便是这所学校所具有的、与其他学校不同的独特特征，并且还

能体现出学校从建校以来所不断积累出的历史文化[3]。优质的高校语言景观永远是最重要的资源、无形

的资产，更是社会文化建设成果中最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校园文化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

和更新的，因此语言景观也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稳定之中有变化，连续之中有发展，继承之中有创

新。由于校园是集合了众多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对高校语言景观的发展更新也有非常重要的反作用，

因此该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往往具有某些社会先导的作用。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高等院校是知识传播、思想传承、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场所。相较于其他高等院校教育语境，

在行业特色高等院校发生的语言实践活动更为复杂多元，语言风貌更具有代表性。本文将依托高等院校

的行业特色语言景观进行多样信息采集，对不同典型语言景观、虚拟语言景观、边缘语言景观等语言景

观开展研究，以华北电力大学的保定和北京两个校区的语言景观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

访谈两种形式以及团队成员实地考察两个校区语言景观现状的方式，受众群体分为华北电力大学在读学

生和其他高校在读学生两个部分。华北电力大学是一所以传统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新兴能源学科为重点，

以文理学科为支撑的“大电力”学科体系的鲜明办学特色的高校，相较于其他高校的语言景观更具有代

表性与典型性风格。学校校部设于北京，分设保定校区，两地实行一体化管理，且新校区正在规划建设

中，面临文化特色是否得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创新性传承发展问题。建校六十多年的悠久历史及新

的规划建设能否完美融合需要充分的调研与研究。 
语言是人类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校园中，语言的作用更为重要，校园语言是学生建立交流和认

知的桥梁，而校园语言景观则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学生在校园内学习生活，与语言景观

发生互动的过程中，学生进行了潜意识、偶发性语言习得。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设置的校园语言景观都

发挥着自己的特定功能。校园语言景观为大学生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展现了丰富、真实

的语言生活；促成了潜意识、偶发性语言习得的发生；提供了多模态语言学习环境；营造了良好校园人

文环境。基于语言景观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前期已经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学生关于语言景观的了

解情况和需求进行摸底调查。数据回收后将检查数据一致性、去掉无效值和缺失值，再将数据可视化处

理。面向的学生范围分为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两大类，借以达到发现问题——通过本校学生不同视角下

对校园语言景观的评价、建议，最大限度地发现校园语言景观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此进行总结，一并

反馈给管理部门，同时可以了解其他高校存在的问题，避免了未来各高校在语言景观建设同类型问题的

再次发生；总结经验——大数据的帮助下，可以最快获取校园语言景观出色的建设情况，问卷弥补了调

研无法到达现场实地考察的短板，且能够收集到各个地区的语言景观精华之处，达到传承创新校园语言

景观建设发展的目的。 

3. 调查现状 

团队面向华北电力大学收集了 242 份问卷数据，面向其他高校则共收集了 84 份问卷数据，结合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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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和文字形式记录的十余份访谈资料分析，我们深化了对校园语言景观现状和各类主体需求的认识。近

年来高校建设飞速发展，扩大面积，增加建筑物等，但逐渐对校园语言景观有所忽视，多数高校在建设

过程中不注重辨识度、审美等，使得校园文化底蕴变差，语言景观生硬呆板，逐渐失去校园精神的体现。

同时在各种文化冲击下校园语言景观开始出现各种风格的结合，并不注重师生的实际体验。 
基于前期调研工作得知，华北电力大学当前校园内的语言景观未能较好反映师生群体需求，整体存

在着文化断裂、元素分散、主体参与性不强、人文气息有待浓厚等问题。一个校园语言景观的形成是群

体与个体共同参与的结果，是学校文化的符号化呈现，体现了其文化特点。多样化的标牌也可以成为代

表校园丰富文化内涵的靓丽风景，是重要的文化资源[5]。因此，在语言景观的治理过程中，要充分认识

各类语言景观的多重功能，特别是学校管理部门要兼顾公共标牌的文化属性与审美属性，从主体需求视

角出发打造双一流高校特色语言景观。 

3.1. 盲目借鉴，缺乏自身校园文化特色 

相当大一部分的大学在新校园语言景观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校园语言景观的视觉效果，

以及语言景观形式上的丰富多样，忽视了对学校自身所固有的校园文化特色，当日的借鉴其他大学的语

言景观，并不考虑这些语言景观是否能与本校的整体历史脉络和文化氛围相互融合衬托。对于理工科类

的学校，其校园语言景观应当具有本校专业的鲜明的特色，而不是单纯地借鉴其他学校的语言景观。 
通过实地调研可以发现，很多建成的校园语言景观缺乏自身的校园文化特色，也更加谈不上对校园

内在文化的传承。一味地借鉴其他大学的语言景观，忽视本校固有的校园文化和历史，使得新校园的语

言景观变得缺少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失去了传承校园历史文化的意义和活力。 

3.2. 校园语言景观缺乏人文底蕴，没有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从设计的方法和技术层面来讲，很多大学新校园已建成的和在建的校园语言景观都是十分精美的，

但是校园语言景观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底蕴、人文理念却少之又少，对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更是体现得不

足够。而语言景观作为校园整体景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应当发挥出其本身的作用，优秀的校园语言

景观是往往能够直观地充分地展现出校园文化和历史的，它能传递出的整座校园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

使得校园文化氛围更加浓厚，为广大在校师生提供优良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校园的文化氛围与老校园相比是较为淡薄的，而校园文化氛围本身就是以一

种无声无形的方式向在校师生和更多的人展现出本校在精神层面的追求，而优秀的校园语言景观能够恰

如其分地用语言文字的形式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可以发现，新校园中最常见的、

数量最多的，对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有最直接作用的语言景观是横幅、宣传牌、标语牌以及电子显示屏，

但在实际上这些语言景观所展现出的内容大多与本校的校园文化相关性不大，多为响应国家政策，宣传

牌基本上是国家新闻或是校园安全知识，有的更是贴满了各种培训机构的广告海报，电子显示屏大多是

滚动播放各种会议或是讲座的通知。因此，在营造校园氛围这方面大多数新校园中的语言景观的设置是

不太恰当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这也对充实在校师生以及更多人的精神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3. 新老校园之间的内在文化延续被割裂 

每所大学校园或多或少都历经了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积累与沉淀，最终都形成了具有本校自身独

特性的校园文化、深厚的校园历史以及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但在大学新校园的语言景观设计建

造过程中，老校园长久以来积淀形成的校园文化、优良传统等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反而被现代化的各

种元素所替代。比如说新校园中的建筑名称和道路名称多是新命名出来的，雕塑纪念石碑多为名人或校

友赠送，横幅标语多为响应国家政策的口号等，这些语言景观与本校的校园文化相关性不大，没有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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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语言景观彰显和继承校园文化的作用，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割裂了新老校园之间的联系，造成本校

内在文化延续性的断裂。如图 1 所示，针对问卷主观题的词云图分析结果。 
1) 在“双一流”高校建设的背景下，您希望看到的校园语言景观是什么样的？ 

 

 
Figure 1. Campus language landscape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subject 
图 1. 基于主体需求的校园语言景观期望 

 

2) 关于华电未来新校区建设中语言景观建设，您有哪些期望？主体反馈关键词云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Prospe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landscape for the new campus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图 2. 对华电新校区的语言景观建设展望 

 

3) 您认为大量纯文字语言景观有存在必要吗?理由是什么?有什么建议呢？主体反馈关键词云如图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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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erceptions of the existence of text-only language landscapes 
图 3. 对纯文字语言景观存在的看法 

 

4) 您觉得我校有哪些语言景观可取？主体反馈关键词云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Preferred parts of the existing linguistic landscape 
图 4. 对校园内现有语言景观的认同部分 

4. 功能体现(学生主体视角需求、可取之处和问题不足) 

基于实地考察所拍摄的语言景观图片，两份分别针对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以及其他高校大学生的

调查问卷，以及对学生的随机访谈，立足于学生主体视角，分析总结出以下校园语言景观现状中可取之

处和问题与不足。 

4.1. 可取之处 

(一) 积极正向文化借语言景观之形化教育之风。皮亚杰(Jean Piaget)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儿童在与周

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以发展。这种学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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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调学生自主探索，接受信息的主动建构，而语言景观潜移默化中发挥了这种作用[6]。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景观进行宣传，于无形之中，注入、巩固大学生的思维之巢。调

查数据显示，前者宣传力度得到学生的肯定之外，双碳战略以及市政的宣传有所欠缺，理应一并加强。 
(二) 办学特色与校园语言景观相结合。每一所学校都有其发展的历史，以及办学特色，不论是华北

电力大学(保定)还是其他参与调研的高校，超过半数的学生都反馈校园内语言景观能够让人了解学校的发

展历程。由此可见，校园语言景观的构建应该突出校园本身历史的元素，以此提高学生们的集体认同感。

关于语言景观和学校特色融合度问题，以华北电力大学为例，能源电力特色突出，在语言景观上也应该

有所体现，但仍有 35.54%的学生认为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语言景观并不多，说明除了将理念融入语言景

观设计之外还需注意数量的增加，问卷调研相关成果如表 1~5 所示。 
您认为学校里有关能源电力特色的语言景观多吗？【单选题】 

 
Table 1.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表 1. 结合办学特色的调查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A. 非常多 41 16.94% 

B. 比较多 103 42.56% 

C. 不太多 86 35.54% 

D. 完全没有 12 4.9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42  
 

您认为目前校园的语言景观能让您很好地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吗？【单选题】 
 
Table 2. Presentation of the school’s development history 
表 2. 对学校历史的展现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A. 能很好了解 39 16.12% 

B. 比较能了解 117 48.35% 

C. 不太能了解 79 32.64% 

D. 完全没了解 7 2.8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42  
 

您认为学校里有关“双碳”战略的语言景观多吗？【单选题】 
 
Table 3. Embodiment of the “Dual Carbon” strategy 
表 3. 与双碳战略的融合情况 

选项 小计 比例 

A. 非常多 24 9.92% 

B. 比较多 69 28.51% 

C. 不太多 127 52.48% 

D. 完全没有 22 9.0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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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校园内现有的语言景观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多选题】 
 
Table 4. The role played by the existing linguistic landscape 
表 4. 现有语言景观发挥的作用 

选项 小计 比例 

A. 丰富文化生活 49 58.33% 

B. 通告引导作用 70 83.33% 

C. 信息传播作用 61 72.62% 

D. 潜移默化育人 39 46.43% 

E.其他 3 3.5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4  
 

您理想中的校园语言景观环境应该是怎样的？【多选题】 
 
Table 5. Ideal campus language landscape features 
表 5. 理想的校园语言景观特点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形式丰富，生动有趣 65 77.38% 

B. 历史积淀，文化浓厚 56 66.67% 

C. 内容详实，清晰易懂 56 66.67% 

D. 风格创新，独具特色 55 65.48% 

E. 功能齐全，实用性强 40 47.62% 

F.其他 3 3.5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4  

4.2. 问题缺陷 

【数据来源】您认为学校是否需要对语言景观进行专业的维护和改善？(面向华北电力大学) 
 
Table 6. The need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language landscape (NCEPU) 
表 6. 维护改善语言景观的需求程度(华电结果) 

选项 小计 比例 

A. 非常需要 77 31.82% 

B. 比较需要 127 52.48% 

C. 不太需要 27 11.16% 

E. 完全不需要 6 2.48% 

F. 无关紧要 5 2.07% 

C. 比较少发现 0 0% 

D. 完全没发现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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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欠缺定期的维护和改善。超过 80%的华北电力大学学生和超过 70%的其他各大高校的学生都认

为校园语言景观需要专业的维护和改善，此项数据(来源于团队发布的问卷调查的结果，见表 6，表 7)表
明，语言景观破损和不够完善的问题在各大高校内普遍存在。在收集到的校园语言景观图片中，不难发

现石刻形式的语言景观存在字迹不清晰、风化，纸质的张贴告示被损坏等问题，进一步表明，语言景观

的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对建设材质的选择，实体景观的维护都需要落实。 
您认为学校是否需要对语言景观进行专业的维护和改善？(面向其他高校) 

 
Table 7. The need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language landscape (other universities) 
表 7. 维护改善语言景观的需求程度(其他高校结果) 

选项 小计 比例 

A. 非常需要 24 28.57% 

B. 比较需要 44 52.38% 

C. 不太需要 10 11.9% 

E. 完全不需要 0 0% 

F. 无关紧要 6 7.1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4  
 

(二) 用语生硬且疏离感明显。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校区中参与调研的人员有 67.95%认为校园内部语

言景观存在着用语生硬、不够亲切的问题，占比最大。这种现象说明站在学生角度，更倾向于有温度，

具有人文关怀的语言景观。大学校园应是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学生在此并不止于学习，更是生活，

如同另一种意义上的家[7]。生硬、强制性的标语容易给接受者无形之中增添一份压力，甚至适得其反，

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除必须严肃的内容外，请示类、语气轻松活泼类语言景观可适当增加(见表 8)。 
您发现的校园语言景观问题中，包含以下哪些类型？【多选题】(面向华北电力大学) 

 
Table 8. Types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ampus language landscape 
表 8. 校园语言景观现存的问题类型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外观设计不妥 36 23.08% 

B. 图文匹配不符 42 26.92% 

C. 用语生硬，不够亲切 106 67.95% 

D. 文字拼写错误 37 23.72% 

E. 各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够规范 42 26.92% 

F. 放置位置不当 40 25.64% 

G. 其他 4 2.5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42  

5. 优化策略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双一流高校建设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想影响大众，推广理念，

必须首先尊重校园内部主体的感受、喜好、品味和价值观等，使用更加能引发共鸣和服务长远目标的文

化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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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立足主体需求视角，探索校园语言景观建设 

大学传播的是先进的科学文化，肩负着为国家建设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校园活动的主体是朝气蓬

勃，思维活跃的年轻学生，为了发挥宣传和教育作用，应使用青年人的话语方式，摈弃过去居高临下的

说教口吻和枯燥呆板的表达方式，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手段和表现形式构建校园语言景观的新风景，

譬如建立校园微信公众号、开通官方微博平台以及设立校园留言板等互动平台，通过文字、图片和小视

频等形式不定期推送校园新闻要闻，以趣味打卡的形式鼓励学生为校园语言景观建设献计献策，引导学

生成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一份子。 

5.2. 创新制作方式，增强趣味艺术性 

语言标牌不仅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而且还具有美化装饰功能。大学新校园中语言景观需要熟练

巧妙地运用多种元素，例如针对不同的语言景观的具体形式，设计出多种多样的艺术造型，运用跳跃

的色彩、文字和图片进行合理的搭配，将这些具有文化艺术性的元素添加到新校园的语言景观中，带

给在校师生一个良好的视觉效果，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语言景观吸引在

校师生以及更多的人观看和欣赏，从而引起人们对新老校园文化的怀念和思考，这样语言景观中包含

的校园文化内涵也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传递。本团队研究初衷是基于华北电力大学校园语言景观建设

策略，积极反映学生需求，建设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校园语言景观标识，更好地发挥校园语言景观“润”

心的作用。 

5.3. 增强交流互动，形成优良循环 

本研究团队以自创的公众号为载体，通过选择题等多种生动有趣的形式，了解学生们心目中理想的

校园景观模样，持续记录和有效输出校园内语言景观的更新变化。成员共同分析所收集的数据信息，已

制作出雏形花木吊牌，并联动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和社团组织交流投放使用；拟以 SVG 动画形式，设计专

属于华电校园的花木地图视频，保存珍贵独特的校友记忆，以此与学生形成良好互动，共同助力建设美

丽校园。 

5.4. 体现宏观布局和理念传承，助力“双一流”建设 

随着教育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教育互动、学术交流以及科技合作等

行为日渐频繁，互动和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逐渐增加。校园语言景观的文化内涵应当通过艺术创作的方

式来展现，使得在校师生以及更多的人在欣赏语言景观的过程中能够想象出美好的意境和唤起对于老校

园的怀念和记忆，同时还应当满足语言景观与空间环境相互适应，相互统一。通过我们实地考察发现，

校园路灯、草丛等显眼位置多置放有关国家宏观政策标语，体现学校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政策，助推“双

一流”高校建设和发展。 

6. 总结展望 

针对华北电力大学校园内语言景观的系列调研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参考价值，其存在的问题不

足和对应优化路径同样对以行业特色类双一流为代表的其他高校有借鉴意义。校园语言景观最直接的接

受者和使用者为基数最大的学生群体，立足主体需求视角及时收集反馈，同时适当让学生参与到语言景

观建设和后期维护等工作之中，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校园语言景观的功能和用途。理想的校园语言景观建

设应该兼具文化性与艺术性，能体现校园独有的深厚文化、具有合适的布局、具有更加生活化、规范化

并且制作材料更加环保的特点，以更好地启迪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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