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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构建和谐育人环境
◆孙景海  刘军

[摘  要]  我校树立“赋予硬件以生命，赋予软件以灵魂”的校园文化理念，从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等方面努力推

进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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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我校致力于校园文

化建设，努力构建和谐育人环境。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形成具有个性色彩
的学校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我校重视提高学

校物质环境建设的文化品位，把校园物质环境建设成为

有生命的、有灵魂的育人基地。

 1.让墙壁会说话。我校在操场、教学楼、教室到处

放置能启迪师生智慧的格言警句和经典诗文，陶冶了学

生的情操。

2.让草木点头笑 。学校校园绿树成荫，鲜花盛开，

使学生一进校园就受到环境美的陶冶，促其更加爱护花

草树木，保护环境。 

3.让楼道有生命。学校的每一条楼道都挂满了师生

的绘画、书法作品，匠心独具的作品赋予楼道以生命，

潜隐教育于无形。

 4.让厕所飘书香。学校注意洗手间文化的建设，让

学生在书香飘荡中自觉养成遵守公共卫生的公德。“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良好的育人环境，起到了润物无

声的教育效果。

二、全员参与，多管齐下，形成文明诚信的学
校行为文化

学校行为文化是学校育人活动中最直接、最广泛也是

最深刻的部分，我校着力打造行为文化。第一，播种文明

行为。学校开展学生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从

细微抓起； 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工程；加强学生素质培养，

组建兴趣组。培养学生技能特长，全面塑造道德心理品质、

行为规范等素质。第二， 规范教育行为。高度重视“学规范、

强师德、树形象”师德主题教育活动，严格规范教师、干

部的教育和管理行为，树立良好师表形象，潜移默化地影

响学生成才。第三，改善管理行为。坚持民主管理和依法

治校，充分调动每一位教职工的积极性，及时地化解师师

之间，师生之间，形成一个团结和谐的学校人际关系。

三、建章立制，以人为本，形成科学规范的学
校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一种规范性文化, 它是学校实施依法办

学、以德立校的重要保证。因此，我校加强了人本管理

制度的建设。第一，拟定制度。我校各职能部门根据学

校实际先后拟定或修改了几十项工作制度，如《三级校

本教研制度》《班主任工作的规定》等。每一项制度都遵

循了宣传发动—征集意见—分工起草—校务会议讨论—

教代会初审—全体教师讨论—反复修改—教代会审议通

过—正式实行的程序。第二，执行制度。在执行过程中，

我们把每一项制度纳入学校工作的整体计划之中，做到

具体分工，落实到人。分管领导要遵循：实施—检查—评

价—总结—再实施的程序。校长在宏观层面上也遵循这

一程序，以统揽全局。工会、教代会、全体教师都有权

监督。第三，完善制度。我校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不断

修订、完善。每年寒暑假都要对每一项制度进行专题的

讨论修订，征求全体教师意见，促进了教师和学校的发展。

四、齐抓共管，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形成
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校精神文化

学校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是学校的灵魂。第

一，形象展风采 。走进学校大门，“规范、严谨、和谐、

创新”的教风，“勤思、好问、刻苦、认真”的学风，“以

人为本、以德立校、科研兴校、特色强校”的教学目标

鼓励着师生为之奋斗。通过升旗仪式、广播体操等重要

活动，师生们展示出了自我的风采。第二，师德是榜样 

。通过创建“好班子”活动，转变了学校领导班子的思想，

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开展了“学规范、强师德、树形象”

的主题教育活动，提升了教师的道德修养。第三，媒体

导舆论 。建立健全校园电视台、校园局域网、校报、板

报等宣传主阵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让其在活动中进

行自我教育。

我校将继续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上台阶，使学生在这

乐园、家园、花园式的校园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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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校长领导力实践案例及其启示
◆ 张丕发

[摘  要]  校长领导力是一种决策、策划、设计学校发展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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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领导力，是校长治理学校的能力，对学校的持

续影响力。校长的领导力，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

展、成功与失败。提升校长领导力，需要广泛学习有关

的理论知识，更需要长期在实践中历练。提升校长领导

力的方法、策略和途径多种多样，但提升校长领导力的

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提升校长领导力来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提高社会效益，追求卓越的发展品

质。校长领导力，是一种决策、策划、设计学校发展的

能力并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成功与失败。

1.使命感和教育理想是提升校长领导力的动力。由

于历史的原因，F学校红线范围内存在着多处产权复杂，

管理权交错的物业，学校没有这些物业的所有权和管理

权，但法理上又是第一责任人。K校长顶住多方压力，

与政府职能部门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终于2009年，结

束了20多年学校为社会物业背书的历史，消除了多处安

全隐患。作为校长，应该用哲学的眼光看透人生，功名

利禄都是过眼烟云，唯有精神可以永存，要把成就事业

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旦校长把办好学校，作为他实现

人生价值，自我完善的目标，就会不断挖掘出自身巨大

的潜力，释放出无穷的能量。

2.科学构建教育体系，是提升校长领导力的核心。

2005年7月，K校长参加素质教育座谈会提了三点建议：

要让义务教育真正义务起来；推进素质教育，不能摸着

石头过河；要垫稳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石。8月K校长上任

F学校校长，因为办学思想理念先进，短短几年把F学校

带入区域性窗口学校行列。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是学

校发展的指南，是学校的顶层设计。

3.要明确校长角色，找准着力点。2006年3月，K校

长指出，学校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瞄准节点，创

造机遇，乘势而上。在他的策划下，学校迅速推出“十一

个一”系列活动，很快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

校长角色有多种定位。从思想内涵上可以定位于：教育

家、战略家、实干家、外交家和杂家。从管理实践的角

度可以定位于：办学方向的把握者、改革创新的开拓者、

学校管理的指挥者、学校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学校和谐

体系的构建者。

4.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是最有说服力的校长

领导力。K校长在分析教师们反思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

集中在三点：生源差；家长不重视教育和学生基础差。K

校长迅速实施“质量兴校”的策略，三年以后，F学校

教学质量显著提升。无论校长有多少种定位，最根本也

是最起码的角度是教育家。校长要全心全意以促进师生

发展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构建富有激励的管理机制，

促进师生不断成长。成功的校长，应该博采众长，兼收

并蓄，具有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多方面的能力。

5.科学谋划、有效调控是提升校长领导力的关键。

2008年“5·12”地震以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

规模的校园危楼大排查。K校长实施了校园改造计划。K

校长缜密的思维，宏观的视野，精辟专业的分析，彻底

说服了所有专家学者。最终学校申报的项目和建筑规模，

全部得以通过。校长应该从学校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

的环境出发，谋划学校发展方向和总体规划，突破发展

中遇到的瓶颈和障碍。

6.文化构建、精神领引是提升校长领导力的治本之

策。K校长上任，决定取消指纹签到的考勤制度。教师

从事的教育工作，是一项凭良心的工作，真正有效的管

理，往往是超越制度的管理，只有对教师寄予最大的信

任，才能充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该项措施既

出，立刻赢得了全体教师的称赞。取消指纹消签到后，

教师们反而比平时来得更早，迟到早退几乎绝迹。K校

长积极构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校园文化。以人为本

激发了教师工作的热情，共同的愿景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学校相继成为全国校园文化百佳创新学校等称号。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它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构

建先进的校园文化，是提升校长领导力的治本之策。

创新能力是卓有成效的校长的必备素质，是校长能

力结构的最高层次，也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为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生一代，校长们必须摒弃功

利化、形式化的意识和行为，以非凡的眼力、高涨的热

情，开拓出有利于学生终生发展，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

有利于学校创出特色和品牌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校

长才能时刻保持先进性，不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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