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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和文化两者关系密切。教育能够引领文化、创

新文化、传承文化，而文化能够孕育教育。学校是教育的载体和人

才培养的重要场地，想要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就要提高学校的品

质。如今正处在教育多元化和学校竞争激烈的时期，校长作为学校

的法定代表和学校最高决策者，其管理理念和办学风格决定着学

校校园文化的独特性。本文结合重庆市北碚职业教育中心校园特

色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探讨该校如何在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中，

深入挖掘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发挥校长领导力，开展理念文化、

行为文化、课程文化、环境文化建设。学校构建了以“勉人弘业”

为核心理念的“四维一体”校园文化体系，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勉

仁”主题校园特色文化，最终达成了学生全面化发展、教师专业化

发展、学校长远发展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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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发展进程中积淀出的校园文化，对学校发展起着

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在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中，校长的领导力

至关重要。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者，校长应该拥有怎样的领导

力？要发挥到何处？以及校长领导力与校园特色文化之间是怎

样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深入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

校长领导力，建设多元化的校园特色文化，让学校长远发展。

一、学校发展中校园特色文化的重要性
校园特色文化是学校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

的发展形式和存在形式的综合体现，融合了学校独特的文化氛

围和精神风貌，体现着学校的传统、校风校貌、学校特色、办

学理念等，也集中体现着学校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校园特

色文化的内在含义，是师生一同遵守的约定，综合了学校各种

形式的文化，彰显着学校师生的态度和行为中的价值取向、价

值判断、价值观念等核心内容。校园特色文化的精神力量，让

人奋发图强和积极向上，综合反映出学校的教育水平和精神面

貌。学校独特的校园文化氛围，也是与其他学校的本质区别。

因此，发展特色校园文化，有着凝聚、约束、陶冶、促

进、导向等作用，是推动学校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学校的灵

魂。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素质、教育环

境、学校特色以及学校发展方向。

二、校长领导力和校园特色文化的关系
(一)校长领导力决定校园特色文化建设

学校办学成功与否，和校长的能力有着直接关系，校长的

各项决策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高度和发展方向。所以，在现

代办学理念下，校长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责任。学校在发展

过程中要拥有独特的管理理念、校园文化、办学风格。核心思

想就是“创新力”，这是学校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王

铁军曾在《学校教育学》中表明，学校管理者的办学理念决定

着校园特色，办学中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创造异于他人的独特之

处，这样才能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满足学校高效和优质的发

展。在教育改革中，校长也起着重要作用，其学术修养、道德准

则、价值观等思想形态直接影响着校园特色文化建设，其领导力

决定着学校管理模式、办学品质、校园特色文化发展。

(二)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为校长领导力实践提供平台

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能够让校长充分发挥领导力，它是校长

能力和思想得以实践的平台。校长在个人发展过程中，其独特

校长领导力与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以重庆市北碚职业教育中心为例

罗统碧  费明卫

(重庆市北碚职业教育中心)   

的个人能力、性格特性、思想理念是校长领导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以及学校发展过程中，校长会根据

自身的能力去勾画蓝图，为特色文化发展进行定位，并制定可

实践性方案。在实践过程中，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也充分锻炼了

校长的执行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并不断完善办学理念和

治学思想，进一步提升了校长的领导能力。

三、校长领导力下校园特色文化建设实践
重庆市北碚职业教育中心是一所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学校前身是由著名教育

家、思想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所创

办的勉仁文学院。“勉仁”源自梁漱溟先生“以勉嗜学于教

育，以仁为人于兴国”的思想精髓和“勉仁斋”文脉的沿承，

意即以仁爱之心，勉人勉己修身、慧智、怡情、果意和恒行。

基于此，学校从自身的独特文化入手，在深深地植根于自身历

史文化土壤，弘扬优秀传统的同时，对厚重的文化积淀进行现

代化的解读，深度挖掘其内涵。学校还继承和创新了梁漱溟先

生乡村教育思想，形成了“勉仁”为主题元素的校园文化核心

理念体系框架，构建了以“勉人弘业”为核心理念、以理念文

化、行为文化、课程文化、环境文化建设为内容的“四维一

体”校园文化体系，以文化育人。

(一)梳理勉仁历史，提炼勉仁教育思想，形成勉仁办学理念

任何有效的办学实践背后总有一定的思想指导和理念支

撑。科学合理的办学思想既要植根于学校历史文化，还须紧扣

时代脉搏，校长只有站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之点，审视校内外

的现实状态，展望学校的未来发展，才能找准定位，开拓未来。

在提炼“勉仁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深挖“勉仁”

传统文化之根，以坚守其基本内核；另一方面，学校又分析当代

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寻求教育思想的时代依据。

在具体实践中，依托市区梁漱溟研究会主要成员单位优

势，学校成立了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工作室。工作室开展“勉

仁 勉仁教育•勉仁教育思想”系列主题研究；开展“成家、立

业、成人、谋生”的乡村教育理念研究。工作室还组织师生家

长校友论坛，全面回顾学校发展历程，深度挖掘学校的文化积

淀，广泛听取意见，依托专家引领，形成学校办学理念，并将

“勉人弘业”定位办学理念。“勉人”即勉者常进，方能使人

成才；“弘业”即勉以弘业，方能立于人世。“勉”是现实是

状态，“弘”是目标是理想，“勉人弘业”是勉仁传统文化在

新的历史条件的一种传承与回归，是一种发展与丰富，也是全

体职教人共同成长的思想基础、价值追求和坚定理想。其基

本内涵在于：她是一种精神，一种办学精神和校园精神；她

是一种理想，一种为匠心逐梦，民族复兴的理想；她是一种

思想，一种不断追求德技双馨、全面发展、责任担当、服务

社会的素质教育思想。也许，我们一生都无法去实现它，但

它是我们行动的一种精神支柱，是我们不断努力的内驱力和

共同的价值观念。

(二)打造学校特色环境文化，构筑“勉人弘业”理念的有

形载体

学校文化环境建设做到四个“尽可能”。即尽可能是学

校自己的，尽可能与学校核心文化相统一，尽可能富有教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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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尽可能有意境，使之既能展示学校的历史传统，又能创造

环境育人的良好氛围。学校做到每处景点都是精品，每处景观

都有故事，每座塑像都精雕细刻。

1.持续建设“四个十文化工程”：出版10本学校文化建设

校本教材，建设10大文化主题网站，形成10大品牌文化活动，

建造10大校园文化景点。

2.持续建设形成“一院一道三园四广场”文化场景：一院

即勉仁书院；一道即勉仁大道；三园即勉业园、陶业园、溢善

园；四广场即思源广场、善能广场、弘业广场和毓秀广场。此

外，学校还建设勉仁赋、勉仁史略文化墙、主体浮雕、工匠塑

像、山水石群景观等，让整个校园的一石一墙、一草一木皆充

满文化育人气息。

3.持续建设“理实一体化”实训基地文化：根据职业素

养、专业发展、企业标准、典型引领等内容，以“尚技尚能”

“励志乐学”为主题，建设四大产业部14个专业各具特色的勉

仁校内实训基地文化。

学校特色文化环境，是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大教室；是学

生能力展示的大舞台；是兼善教工交流休憩怡情的大空间；是

勉仁教育过程中的校本教材。

(三)创建特色勉仁课程文化，彰显勉仁教育文化隐形载体

课程文化包括网络建设、校本教研、校本培训、开发和实

践等。在实施过程中，学校注重教师是研究主体、授课中各种

问题是研究对象、学生发展是宗旨。在园林、数控、酒店、烹

饪、电子商务等专业课程的设置上，融入“校企合作”“团队

组织”“理实一体化”“做学合一”等思想，编写出版30多本

专业教材和“勉仁”文化校本教材。校本课程的开放性和选择

性，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教育模式的变革，推进学校文化发

展。它也为师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校园带来无穷的生

机和活力，让“勉仁特质的课程育人”不再是一句口号。

(四)“勉人勉己，仁心教人”系列活动，保障勉仁理念落

地生根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硬件。所以，校长领导力发挥在对

教师文化的引导和驱动上。学校为教师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追求

构建平台、营造氛围、提供机会。教师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

达到职业幸福感。每年的教师学习型团队建设、勉仁“百佳教

师”评选表彰、基本功大赛、信息化教学能力比拼、读书沙龙分

享等已经形成教师文化建设一道靓丽风景。一支双师学者型、创

业创新型的专业强、业务精、师德高、理念新的教师队伍日渐形

成。其保障了“勉人弘业”理念贯穿到所有教育教学活动中。

(五)创新多元化评价，让每一位职教学子烙上“勉仁”印迹

学校以“爱国爱校爱职业、强体强技强责任”多元文化主

题活动和“二阶段三课堂”学生立体评价为抓手，开展新生入

学“勤勉”“仁爱”“弘业”专题教育。学校开展全员技能训

练和竞技活动，开展系列创新创业活动、行业百日体验活动、

节日主题活动，组织业余党校和团校、青年志愿者活动。学校

还创建勉仁校刊和勉仁报、勉仁广播电视台，勉仁社团。由

此，学校形成由点到面、自下而上的勉仁立体文化阵地，构建

“勉仁尚上”特色德育文化网络，让学生在参与活动，参与管

理，走向企业行业的生活体验中，润物无声，成长成才。

学校从勉仁教育文化的构建入手，审视学校的传统和优

势，凝练教育精华，使办学多了一些理性，少了几分随意。由

此带来的是学校发展明显加快，学生素质显著提高，行业企业

满意度提升，有效地扩大了学校教育资源，提高了职业教育的

服务能力，起到了辐射示范作用。近三年，学校荣获国家教学

成果奖、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多项，2017年获重

庆市政府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４项。师生获专利证书6项。学

生获“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全国一等奖２项。2018年选送

教学成果再次被评为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校园特色文化建设

所带来的效果，塑造了学校的社会形象以及社会知名度，与其

他学校有30余次的宣传交流，也有贵州、广西、重庆等100多

所学校前来考察学习。此外，学校还接待了100余次国内外教

育主管部门、社会团体、教育机构造访。校园特色文化也作为

典型受到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

四、校长领导力下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启迪
首先，精心构建教育思想的载体。办学要有思想，思想要

有载体，载体有赖于建设。建设教育思想的载体应成为学校管

理者的一项持久而重要的使命。因此，在教育思想载体的建设

中，一是要始终抓紧软载体的建设，把学校办学思想、育人理

念和价值追求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及其各个阶段、各个领

域、各项活动之中，从而稳步地提高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二

是还要有远见、有计划地建设硬载体，以办学理念为指导，去

规划和建设校园环境，让整个校园充满文化气息。

其次，突出中心教育场景的建设。学校环境作为教育思

想的物质载体，包含着丰富的教育信息。这些信息，或表现为

学校历史的运行轨迹，或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光辉前景，其中寄

托着办学者的教育理想，显现出执教者的教育信仰，反映着广

大青少年的追求和愿望。从这一角度看，教育思想硬载体的营

造，在总体布局上一定要有一个集多种教育信息为一体的中心

场景，并由此向校园的教学、实验、活动、生活及其附属场地

辐射和交流教育信息，从而形成一个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特质

的无声教育信息网络，让生活其中的学生、教师和员工都受到

感染、启迪和无言的昭示。

最后，场景的教育意蕴，既靠领悟，也靠教导和交流。

本着“让每一堵墙壁都说话，每一寸土地都育人”的理念所

营造的校园场景，能否发挥出教育功效的最大值，让生活于

其中的每一位成员与环境展开无言的交流，这不仅取决于教

师与学生的感悟力，而且取决于宣传、教育和引导组合而成

的教导力。可见，建设好、经营好学校环境，充分发挥其教

育功能，以体现其办学理念和特色，是我们应当为之长期努

力追求的目标。

五、结束语
良好的校园特色文化彰显着学校的风气，也彰显着师生的

风貌；良好的校园特色文化，能够润物无声、熏陶感染；良好

的校园特色文化能够团结师生、凝聚人心；良好的校园特色文

化是教师和学生发展的摇篮。校长要明确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的

必要性，明确自身在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好

自身的领导力，建设出更加独特的校园文化，培养出更加优秀

的人才，让学校在激烈竞争中可持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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