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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教育现代化的到来。
随着整个社会对高质量学校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整个社会教育系统开放程度的
不断提高和生源数量的不断减少，学校间的竞争正在变得日趋激烈。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已经成为学校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问题。
    学校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学校文化的竞争，是学校品牌的竞争。
教育要打破“千校一面”的现状，要形成不同学校的不同特色，实现文化的多元性，就要创立学校环
境文化品牌，彰显学校鲜明个性。
    学校环境是展现学校文化和体现办学理念的重要内容，通过具体的符号和环境文化来传达和塑造。
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和实践经验，学校环境文化建设和视觉元素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随机性强，
统一性差，导致规划主题不明确，个性不突出，不成系统，氛围差，不能塑造统一的个性的学校形象
，不能构建特色环境文化，不能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不能打造学校环境文化品牌。
这些现象成为创建品牌名校、办出特色，实现以品牌带动学校跨越式发展的严重障碍，大大制约了学
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学校环境是无形的教育、无字的教科书。
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有明确的品牌形象意识，要加强学校环境文化建设。
怎样进行学校环境文化建设是摆在各级学校最重要的课题。
如何确定主题，进行文化建设、主色调定位？
大厅、走廊、各功能室文化氛围如何营造？
园景小区如何进行主题定位和文化营造？
怎样根据不同功能进行楼宇命名、道路命名？
如何进行文化墙、水景、石景、雕塑、广场、节点景观的具体建设⋯⋯这些都是学校环境文化建设需
要关注的重要环节。
    《学校环境文化建设》一书作为首部研究学校环境文化建设的专著，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水平，专
业性、教育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指导性较强。
本书能为学校进行环境文化建设提供科学、权威、专业的指导，本着人性化、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
教育原理，遵循整体规划、系统设计、着眼未来、突出特色的规划原则，指导学校进行环境文化主题
定位与主色调定位，指导规划室外环境文化室内环境文化。
由此，学校建设环境文化有章可循．能够按照一定的视觉流线进行个性化、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规划设
计，营造文化气息浓郁、文化底蕴丰厚、文化主题鲜明、文化特色突出的环境文化，从而提升学校环
境文化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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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环境文化教育学概论　　环境文化教育学是研究环境教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环境文化与
教育相互关系的科学。
环境文化教育学是对环境教育现象的科学认识，是研究环境教育现象的特征、本质和规律，是集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于一身的文理交叉、渗透的综合性学科。
　　环境文化教育学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种。
　　①环境文化以培养知、情、意融为一体的人为目的，以人文科学为主要陶冶内容，采用体验、表
达、理解的方法对师生进行陶冶、唤醒，促进个体人格的形成。
在此视角下，学校环境文化的建设要以培养知、情、意融为一体的人为最终目的，在实践中注意环境
文化教育的效率与价值的平衡，并关注体验的价值。
　　②重视环境文化各要素的关系。
以环境哲学的特有视角，从对人的教育和促进两个方面分析环境文化的作用和机制。
环境文化在塑造不同层次人格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是规定和影响人的素质的重要方面，能影响
师生的人格素养和做人原则。
　　第一节 环境与学校环境　　一、环境的定义　　“环境”一词在英语中是“environment”，它是
由动词“environ”延伸而来的。
英语中的“environ”源于法语中的“environner”和“en—viron”。
法语中的这两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in（en）”加“circle（vir—on）”。
这些词的含义都是“包围”、“环绕”。
《袖珍牛津英语词典》对“环境”一词的解释是“环绕任何事物的物体或区域”。
由此可见，“环境”一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是指围绕某个中心事物的外部世界。
因此，所选取的中心事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随之不同。
　　比如，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环境”一词一般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
，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
”而《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则在“环境”的第二词义里，列举了a、b两项词义：a项词义是“
作用于生物　　或生物社会并最终决定其形式和生存的物质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因素（如气候、土壤
和生命体）”；b项词义是“影响个人或社会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总和。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在环境科学中，“环境”一般是指围绕着生物圈的空间和其中可以直接、间接
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
简单通俗地讲，所谓环境，即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一切。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环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它是一个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
由此可见，环境与其主体相互依存，它的内容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随主体的变化而变化。
明确主体是正确把握环境的概念及其实质的前提。
　　二、学校环境的定义　　学校环境是指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校园及其周边环境。
　　环境塑造人，环境改变人。
《荀子·儒效》中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糜使然也”。
环境对教育的作用历来是教育学的研究课题，因为好的学校环境对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点从
上下五千年的教育中都得到了践行。
比如，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孟子都十分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孟子说过：“富岁，子弟多赖；凶岁
，子弟多暴”；“孟母三迁”的故事家喻户晓；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过“社会即学校”
、“生活即教育”的观点，也体现了社会环境的教育作用。
　　既然环境对于人的一生那么重要，我们就要为人类，特别是孩子创造好的环境。
而孩子生长和生活的主要环境是学校，这就要求我们要为孩子创造好的学校环境。
　　三、学校环境的分类与教育　　学校环境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很宽泛。
通常，人们对环境的理解，较多地是从空间角度考虑的，即精神环境和社会环境。
当然也有学者从地理环境角度和物理环境角度提出学校环境的内涵，然而，不管是哪一种理解，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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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搞好学校环境发展规划，使学校的环境建设达到宜人、育人的目标，这是搞好
学校环境建设的最终目的。
　　从普遍意义的角度来思考，如果可以把环境概括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么学校环境既在自然
环境之内，又在社会环境之内，是一种特殊的环境。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既可以把学校环境分为教育环境和管理环境，又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还
可以分为学校物质环境和学校精神环境。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简化、净化、平衡化、
精神化、以人为中心的环境。
这种环境不仅表现在校舍、图书、课堂这样一些物质环境上，还表现为气氛、风气、交往关系、教师
的态度等精神环境上。
”为了学校的切实需要，我们主要讲学校物质环境和学校精神环境。
　　（一）学校物质环境　　学校物质环境即学校所处的自然环境、为实现育人目标而规划和创建的
包括校园建筑、校舍布局、校园艺术景点以及教学的基本设施等方面的整体格局，主要是指校舍建设
、场馆设施、仪器设备、教学用具、图书资料、花草树木、园林景色、雕塑饰物、光线、色彩以及各
种有形的东西。
学校所处的物质环境，如学校建筑、校园布局、教学设备、图书馆等，都属于学校物质文化的范围。
学校物质文化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知识技能的掌握，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创造性
、主体性的养成等，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比如，学校环境是否使教师和学生产生和谐、稳定和安全的感受，学校建筑、布局是否体现以人为本
，是否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校园环境是否具有审美价值，是否具有教育性，学校的藏书及其他视听条
件是否健全等，都会对学校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一个人的一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因此学校环境对健
全人格的养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下面以学校建筑为例来说明学校物质文化对学生的影响。
　　学校建筑包括校舍、校园和运动场地及其附属设备，是一所学校教育环境的硬件部分，是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学校的功能在于提供一种经过选择的教育环境，使学生可以按既定的目标实现他们的发展，而好的学
校建筑体现了教育学、卫生学、建筑学、工艺学、经济学以及群众习惯上的要求，有它特殊的理念、
性质、功能、原则和风格。
学校建筑应该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塑造，应该是社会文化的象征、时代精神的表达。
这是因为学校建筑具有潜移默化、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
学校建筑作为一种造型艺术，不仅提供了师生活动的空间，而且蕴涵着某种哲学和文化的理念，学生
置身其间，能激发潜能，表现自我，感悟其深邃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进而改善行为、陶冶性情、
涵养气质，最终能顺利地投身于社会、服务社会。
为了充分发挥学校建筑的教育功能，在设计和建造学校建筑时都应以学生为对象，考虑教育的实际需
要，如学生的人数、性别、年龄、体型、兴趣以及学习的特点等，将融洽的人际关系、严肃的学习氛
围融为一体，为学生主体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提供最好的空间。
　　1.美化学校物质环境要体现教育特色　　（1）统一规划，整体和谐　　美化学校物质环境是一项
系统工程。
因此，创设优美的学校物质环境要遵循学校教育规律，按照美学原则，做到统一规划、精心设计、整
体和谐。
比如校园内的教学区、活动区、生活区的分布要合理。
因为教学区是学习的主要场所，上课、阅览、自修、做实验都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因此要突出“
静”的基调。
生活区要围绕师生的生活来规划，一般是以宿舍区为中心，设置食堂、小卖部、浴室等生活设施。
教学区与生活区应相对集中但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互相干扰，否则会给师生的学习、生活带来
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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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筑物之间应保持对称或呼应的关系，建筑物的造型要根据用途，美学原则，学校的办学传统
、风格及时代色彩来构建。
不过，无论如何建造，总体上一定要协调。
另外，可以在建筑物周围种植一些花草树木，以形成一片片醒目的绿化带，甚至可以修筑假山、喷泉
、池塘、小溪和雕塑等艺术景点，错落在建筑物之间，形成一个个艺术“风景区”，从而给人们一种
和谐的美感。
　　广东广雅中学是在环境美化方面做得较好的学校之一。
广雅校园原是在19世纪末按书院布局而建的，有古朴的建筑，参天的大树。
校园　　内遍布着碑文书亭，确实使人感受到一种广育英才、雅集贤士的气息，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但是，逾百年的建筑物已显出残危，楼房布局也不适应现代化的教学要求了。
前几年，该校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决定在继承办学传统和保留名家巨匠手迹和革命史料的基础上，
对校园做一番整体规划。
目标是：建设一个融民族建筑风格与岭南园林景色于一体、布局合理、育人功能强的校园。
总体布局是：进入南正门，沿中轴望去，可以一直望到学校的北端——冠冕楼；跨过小桥便是蒲公英
喷泉，迎面是教学大楼主楼；主楼的正面墙上写着体现“广雅人精神”的16个鲜红大字，侧面是寓意
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塑像。
学校的中部是教学行政区，由教学大楼、山长楼、办公楼、礼堂、生化楼及冠冕楼等建筑物组成；广
雅中学的“学风”、“校风”和我国“教育方针”及“三个面向”的标语内容分别写在各建筑物上。
学校的西部是体育运动区，东部是生活区，北部是勤工俭学区。
在每个区内，该校把国家教委推荐的中外名人画像装上镜框挂在各馆室里。
东北部和西北部分别是植物园和地理园，各自有山有水，是学生动脑动手的小天地。
这里犹如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丝毫不逊色于一个图书馆。
由于设计精心，布局合理，广雅校园建筑和景点不但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具有浓郁的育人氛围。
因此，该校能成为岭南的一所名校，驰誉海内外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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