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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着重从理论的层面阐述“文化”“学校文化”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以图帮助读者认识“文化”
“学校文化”的内涵、性质、功能、形成等问题。
第二章到第六章着重从学校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核心、原则、宏观策略、基本要求、基本策略、反
思策略等方面阐述学校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实际操作问题，以图为学校工作者提供学校文化建设的具体
帮助。
第七章为实践与经验篇，列举了各个类型的学校文化建设的经验案例，并做了精要的点评，以图为学
校工作者提供学校文化建设具体的可借鉴的实践样式与先进经验。
所以，本书可以说是集理论和实践经验于一体的实用性书籍，相信能为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学校管理
人员以及广大教师进行学校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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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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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性和创新性第四章  学校文化建设的宏观策略  一、学校文化建设的战略视野  二、学校文化建设战略
实施的基本途径  三、学校文化建设战略构建的问题与对策第五章  学校文化分类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
学校物质文化建设  二、学校精神文化建设  三、学校组织文化建设  四、学校制度文化建设  五、学校
行为文化建设  六、学校课程文化建设  七、学校和谐文化建设  八、学校文化力建设第六章  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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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三、实施“希望教育”打造学校特色文化  ——学校特色文化建设案例  四、学校管理文化创新实践
 ——学校管理文化建设案例  五、用校长文化奏响“平民教育”的文化强音  ——学校校长文化建设案
例  六、教师文化破解强校之谜  ——学校教师文化建设案例  七、感恩教育，学生文化的重要内涵  —
—学生文化建设案例  八、独具匠心的课程文化建构  ——学校课程文化建设案例  九、学校其他文化建
设案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文化力建设策略>>

章节摘录

　　3.导向功能　　刁培萼在论及亚文化（教育文化、学校文化都属亚文化范畴）的作用时指出，亚
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主文化，但亚文化又必须接受主文化的制约；亚文化必须在本质上符合主文化
的价值体系，必须向其成员传递主文化的思想、价值和行为方式；而主文化正是通过亚文化发挥自己
对整个社会成员的同化力⋯⋯社会成员也正是在亚文化中逐渐积淀着主文化的特质，完善着主文化的
心理结构。
学校文化正是用“主文化的思想、价值和行为方式”在导引着学校师生及社会上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导引着学校的发展，发挥着它特有的导向功能。
　　（1）引导师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向　　学校文化的容心就是它的教育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体系和
行为风尚体系，而这些内容体系又是与社会主文化的本质和方向是一致的。
它们以各种不同渠道和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比如，一所学校如果形成了勇于探索、敢于攀登、大胆创新的校风，那么处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教师
就能够逐渐建立起开拓进取、探索创新的思维习惯，就会不断去超越自我，实现自己专业化发展的新
目标，成为不断开拓创新的良师；处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学生也会逐渐树立勤于探究、敢于攀登的思
维习惯，养成创新型品质，走向社会后就会成为对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创新型人才。
就像浙江嘉兴秀州中学那样，培养出大批精英人才，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卓越贡献。
　　（2）制约学校的发展目标　　学校发展目标是一所学校生存发展的航灯，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
过程也是学校文化特有的存在和运行样式。
学校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现过程都是受学校文化制约的，可以说脱离学校文化的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存
在和实现的。
因为任何发展目标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上，不可能是一座空中楼阁。
学校文化的物质形态为学校发展目标提供物质基础；其精神形态则为学校发展目标确定着方向、性质
、内容和模式。
比如说一所一般的农村高中确定其三年发展目标为国家示范高中，那就脱离了其物质基础，根本就是
空谈。
又比如一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校，其古老的文化底蕴一定会在其发展目标中体现出来。
浙江省诸暨市学勉中学是一所具有百余年发展历史的老学校，靠着一代代“学勉人”的人格和才华，
塑造了学校的“爱国爱校，自律自强”的不朽精神，积淀了深厚的古文化底蕴。
因而在新世纪的学校发展目标制定中，学校领导确立了“文化学勉”建设的目标，确定了“传承、弘
扬、发展和创新百年学勉的教育文化，提升学勉教育文化的品位”的宗旨，从“环境”“文明”“效
益”三个层面开展符合学勉中学文化特色的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3）促进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民族文化的特质总是在组成它的各个亚文化体系中表现出
来。
各个亚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就促进了整个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教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亚文化，而学校文化又是教育文化的核心亚文化。
因而，学校文化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①对家庭文化进行导正。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细胞，是学生的第三课堂。
由家庭成员的行为、品德、生活方式、文化活动以至价值观、人生观等构成的家庭文化，对中小学生
的影响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家庭的天然关系决定着这种影响带有牢固的物质基础；
中小学生在家庭的时间多于在校时间，更高于直接接触社会的时间，因而影响力更大；家庭文化的影
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家庭文化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外来文化、社会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对一些家庭产生了很大影响，使这些家庭文化呈现出低格调、
庸俗化的倾向，如封建迷信、抹牌赌博、黄色音像、打架斗殴甚至吸毒贩毒等现象在这些家庭中都有
不同程度的表现，这就大大影响乃至毒害了青少年学生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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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负面的家庭文化影响靠什么来纠正呢？
学校文化是主渠道之一。
学校通过家长学校、家校联系、家庭走访、家长委员会、学校向社会开放日等形式，把学校文化承载
的主流文化的思想、价值和行为方式等传送给家长，引导家庭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使家庭文化这种
亚文化能继承和发展社会主文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
　　②对社区文化进行导正。
社区文化是指一定社会区域内的人们以比较同一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生活
方式及风俗习惯为核心的文明表现样式。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社区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混沌化的特点。
外来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也逐渐渗透到社区文化之中，影响着社区文化的整体性倾向。
比如说一些庸俗、淫秽、低级、封建和迷信甚至政治反动的文化内容既污染了社区文化的主体精神和
优良传统，又充斥着人们的公共活动空间和文化消费市场。
这对优良社会风气的推行和发展，对社区人们先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向的形成是很不利的，特别是对
广大的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品质和行为健康的发展造成很大危害。
对此，学校文化有义务也有能力对社区文化的不良现象进行导正。
学校文化可以通过正确价值观念、先进文化元素的渗透，参与社区文化的共建，文明新模式的示范、
引导，新的文化成果的创造和推介等形式和手段来对社区文化施加深刻的影响，以克服社区文化中消
极、不健康的现象，导正社区文化的发展方向。
　　③学校文化的生成发展，为民族文化不断增加新鲜血液。
这在前文已经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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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试图从理论到实践，从指导思想到到基本策略对学校文化建设做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和介绍
，并从不同类型的特色学校中选择了一些学校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分别进行分析和点评，目的是通过
这种推广来宣传众多学校文化建设的典型经验；同时帮助广大校长、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弄清学校
文化和学校文化建设的有关概念和理论，了解有关学校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及实践，澄清有关学校文
化建设的模糊认识，消除误区和实践行为的偏差，自觉地投身到学校文化建设中来，使我国学校文化
建设出现一个良好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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