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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的核心价值

观，是学校文化育人的灵

魂，展现在校园环境、班级课

堂、教室场馆的显性标识中，

同时也贯穿在学校日常活动

和仪式教育的隐性文化中，

日积月累地引导学生品性的

养成、人格的塑造、人生观和

价值观的形成。学校文化对

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本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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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本报记者 言 宏 林静远

“AI时代还要固守学校传统教育文化

吗？”“如何守正创新？”“如何把学校文化真

正渗透到师生身上？”……这些问题在守正

创新与学校文化建设暨中国教育学会学校

文化研究分会校园行活动中颇受关注。5

月22日至24日，由杭州师范大学与多所中

小学合作承办的本次活动汇聚各方智慧和

力量，通过专家报告、经验分享、现场观摩

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学校文化建设的新

路径、新方法。

学校文化不是挂在墙上、写在制度上，

而是体现在人身上，育人是学校文化的终

极指向。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童富勇表

示，提出一个教育理念不难，但把先进的教

育理念落到实处很难。新时代如何在坚守

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最终推动学校文化建设向纵深发

展，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需要深入思考

的重要问题。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陈亮认为，要相信文化的力量。拱

墅区倡导“有温度的教育”，以培养正直善

良、身心健康、学有所长、勇于担当、全球视

野的“运河好少年”为目标，打造出许多独

具特色的文化发展路径。杭州观成实验学

校党总支书记干定雄提出，学校要注重将

党的思想引领熔铸于学生成长的每个重要

时刻，奋力培育“精神明亮”的时代新人。

专家们还探讨了学校文化、技术及道

德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院长严从根指出，技术使人具有道德性，技

术物也具有道德性，所以学校技术物可以

进行相应的道德化。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魏峰则认为，学校文化建设可以借

助数据的力量，数据有助于建立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校文化，建构平等的学校课堂文

化，形成民主公正的学校管理文化及共享

文化。

而在讨论过程中，学校管理文化也是大

家关心的问题之一。杭州市卖鱼桥小学教

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罗才军认为，党组

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变了过去由校长作

为最终负责人的管理格局，形成了以党组织

为核心，理事会、校务会、教代会和工团群会

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乍

浦实验学校校长姚良介绍了学校管理机制，

包括学校发展定期研判分析制、学校重大事

项集体议事制、学校主要问题论坛破解制、

学校主要工作定期通报制等。这些机制规

避了学校发展的廉政风险，接受了广泛真实

的民主监督，助力了学校高质量发展。

除了学校管理文化，专家们还谈到了

教师文化该如何培养。平湖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校长顾巧英提出，教师应有正气、灵

气、勇气和大气等“四气”。她认为，学校应

注重培养支持性文化，营造团队积极向上

的融洽范围；打造赋能型组织，培育有支持

能力的核心团队。浦江县教育局副局长徐

双莲则认为，教师培养应具有契约精神，要

将新老教师“捆绑”起来，做到老手带新手

逐步摸索成长，经历一个“拐杖期—支柱期

—杠杆期”的全过程。浙江省中小学教师

与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教授李更生认

为，教师发展应当将教师的勇气、仁气、大

气体现出来，教师的专业发展应是全人发

展，用灵魂培育灵魂，教育决策者应打开思

路，跳出学校范畴，吸纳多方面想法，使教

师文化多元化。

学校文化的强大，在于它会悄无声息

地塑造、决定教师的工作态度和看待问题

的方式。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

常务副秘书长李斌说，“我们相信什么、主

张什么、欣赏什么、反对什么，我们以一种

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在学校工作和生活，这

些都是学校文化的体现，也会影响和塑造

学校文化”。开放包容是大家推崇的。中

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金茂教育集团总校长程红兵强调，要构建

开放智慧的学校文化，“应该打开学校，打

开教师，打开课程，打开课堂，打开学生”。

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校长王昌胜认为，要

用机制唤醒每一个人，让教师把学校真正

当作“我的学校”。

□杭州市大成岳家湾实验学校校长
鲍争志

你看不到建筑物内部的柱子、横梁与

钢筋，但是少了它们，建筑物就会倒塌，学

校文化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也是如此。

在近30年的办学历程中，大成岳家湾

实验学校经历了体制、学制转型，在2016

年被正式确定为三年制公办初中。转型

后，学校面临着优质办学品牌重塑的严峻

挑战。通过近5年的探索和实践，学校逐步

形成了以“价值引领、实践驱动、内涵发展”

为特征的望岳教育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确立

清晰的学校文化核心理念即价值观。全体

师生共同的价值观，是学校文化育人的核

心；凝练和明晰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是对学

校传统文化的尊重、提炼和建构。

大成岳家湾实验学校提出了望岳教育

的核心价值观。“望岳”二字源于学校地处岳

家湾，岳飞后裔曾居住此地，传承岳飞精忠

报国之志，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表达了学校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价值追求；“望岳”也

取自杜甫的《望岳》，是指“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这种超越自我的教育理念，也表达

了学校“向上向善，追求卓越”的办学愿景。

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把核心价值观落

实到学校育人的方方面面，明确文化育人的

路径与方法。在管理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

化、课程文化、课堂文化、公共关系文化和校

园环境文化等领域，搭建项目支架，规划操作

路径，设计行为标准等，构建学校文化育人的

管理体系，把文化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学校

立德树人的具体实践行为，充分实现学校文

化在高质量发展中全程、全员、全域落地。

大成岳家湾实验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

组长的学校文化建设小组，从追求诚正管

理、培养悦成良师、培育赤诚少年、开发卓

岳课程、打造小成课堂、成立吾岳联盟、建

设愉悦校园等7个文化育人实践项目出发，

从目标到行动，织就一张文化管理的实践

地图。围绕“博学、雅德、健行、雄远”的育

人目标，学校构建了以“悦心·乐礼·跃行”

为核心的育人体系，旨在为学生打造全面

且个性化成长的平台。学校着重打造“文

化美园”，通过优化校园空间，利用文化资

源和地理优势，营造出富有“望岳文化”气

息的校园环境。“岳飞诗画墙”和《满江红》

墙塑，都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岳飞精神，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内涵发展的过

程，文化育人更是立德树人的过程。学校

文化育人的评估机制建设，要充分关注教

育向善的本质属性，体现面向全体、关注差

异、因材施教的育人价值取向，要符合每所

学校文化定位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更要抓

住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充分关注文化育

人的人文性，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文化育人样态和“生动活泼、自主发

展”的校园育人生态。

“望岳文化”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

AI时代，仍然要相信文化的力量

建设秀外慧中的学校文化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东娇

□本报记者 言 宏 通讯员 王 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东娇从2008年开始带领团队参与几

百所中小学文化建设实践，研究、创建和应用学校文化驱动模

型。她完善了学校文化管理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上到形而上

的思考，下到五步工作法的夯实，做到工作专业化、成果可见

化，为中小学持续地循证改进提供专业支持。日前，记者专访

了张东娇，请她谈谈学校文化该如何建设。

记者：什么是学校文化？

张东娇：学校文化是学校全体成员共同创造和经营的文明、

和谐、美好的教育生活方式，是学校核心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行

为方式和物质形式的总和，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和物质文化，即大家公认的文化金字塔结构。学校精神文化就

是办学理念体系，包括学校核心价值观，即回答学校为什么办教

育及怎样办教育的问题，也称作办学理念、办学宗旨或教育哲

学，它与办学目标、育人目的、校训、校徽、校歌合起来就是办学

理念体系六要素。学校办学实践体系，包括教师、学生、课程、课

堂教学、管理、党建、公共关系和物理环境八方面。

记者：好的学校文化该呈现哪些特点？当前学校文化建设

存在哪些共性问题？

张东娇：学校文化就是学校生活的全部。建设学校文化的

目的就是创建价值驱动型学校，引导学校掌握系统思考、发展

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工具，从而实现“人在中央”的境界，引导师

生过一种气质优雅、行为从容、内容完整、精神健康的美好生

活。好的学校文化应该是慧于中、诚于内、秀于外，结构清晰、

框架良好、质感精微的。

当前学校文化建设中存在三个问题：概念不清晰、逻辑

难自洽、说做两张皮。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学校文化的中

空、内虚和外散现象。什么是中空？就是整个办学理念体

系的表述腹内空空、没有点墨。办学理念体系的凝练表述

苍白无力、乏善可陈，内涵跟不上物化程度，产生贴皮现

象。内虚是指成员或者上级行政部门不认同学校的办学理

念，认同虚弱或者存在与己无关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外散

是实践领域行为举止与核心价值体系联系不紧密或无关，

产生了学校文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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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提

升学校文化领导力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建设秀外慧

中的学校文化？

张东娇：有三条具体路径：慧于中，提高文化凝练

能力；诚于内，提高文化认同能力；秀于外，提高文化

实现能力。

提高文化凝练能力十分重要。学校应当深入挖

掘自身的独特文化线索，精准提炼出富有本校特色

的文化概念。这种深入的挖掘和精准的提炼，旨在

充实学校文化的深厚内涵，使学校的文化内核和独

特个性得以进一步凸显。通过这样的方式，学校可

以有效地解决文化和内涵的中空问题，为自身的文

化基调与气质进行明确定位，从而彰显出独特的学

校个性。

这一过程的实施，不仅能够为学校发展注入更

强劲的内在动力，还能有效地消除可能存在的文化

焦虑，使学校的核心价值体系更为稳固。一个优秀

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是逻辑严谨的，能够言简意赅

地传达出学校的文化精髓。这样的体系应当是生动

的，被学校全体成员珍爱，既显高级，又与学校实际

情况相契合。

记者：怎样才能达到您说的目标呢？

张东娇：学校可采用“线索定调、逻辑自洽和简

单易诵”等方法，科学地凝练和表述自身文化。通过

这些方法的应用，学校可以显著提升整体文化内涵，

使自身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有助于

培养出更多具备深厚文化底蕴和全面综合素质的优

秀人才。

诚于内的核心意义，即学校成员对学校核心价

值体系的深信不疑、态度上的高度认同及情感上的

全然接受。这一过程的实现，将不断增强学校成员

的集体身份认同，进而有效解决文化内虚的问题。

为了推动全员对学校文化的认同与共建，首先

可以借力发力，通过借助外部资源和力量，来强化学

校内部的文化认同。其次是行政把关，通过行政手

段确保学校文化的正确传播和实践。再次是鼓励全

员参与，让每一名学校成员都能参与到学校文化的

建设中，从而增强其对文化的归属感。最后是文化

宣传，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广泛宣传学校文化，提

高其在校内外的影响力。

学校文化的形成与塑造，实质上是集体身份认

同、确认与归属的集中展现。这种文化的合法性，不

仅源于学校内部的努力和认可，更离不开校外的广

泛支持和认同。因此，提高文化认同能力，不仅有助

于学校内部的团结和凝聚，更能提升学校在社会上

的形象和地位。通过实施这些策略，学校可以逐步

构建起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氛围，为培养具有高素

质的人才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提高文化实现能力的核心在于将学校的核心价

值体系形之于外、美化于外。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人的

行为落实和形象展现，还包括物的环境设计与表达。

秀于外旨在解决文化外散的问题，确保学校文

化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展现出其深厚的教养底蕴，

并获得文化的合用性，即满足学校成员对安全、信

任和发展的需要。秀于外也是学校核心价值体系

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展现的是学校文化的教

养水平和实现能力。通过行为落实、形象表现和

成果可见化等方式，学校可以全面提升自身的文

化实现能力，使学校文化真正成为推动学校发展

的不竭动力。

在行为落实方面，必须将办学理念体系具化为

切实的行动计划和行为支架。这意味着学校的每一

项活动、每一个决策都应与核心理念紧密相连，确保

学校文化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和生活方

式。在形象表现上，学校应着力提升教育生活的质

量，这包括对空间环境的美化，以及对师生形象的塑

造。一个优雅、和谐、富有文化内涵的校园环境，不

仅能够为师生提供一个舒适的学习和成长空间，更

能成为展示学校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师生的言

行举止也是学校文化形象的直观体现，因此，培养师

生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形象气质至关重要。学校还可

以通过定期的写作、著述等方式，将学校的文化记忆

和文化成果传播出去。这不仅能增强学校文化的影

响力，还能激发师生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进一步

促进学校文化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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