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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文化的改良可以朝下列几个方面努力： 

1、从物化走向人化 

学校管理和教育不能简单套用行政管理或经济管理的模式，不能

忽略人，不能有非人的管理和非人的教育。教育管理必须突出“教化”

的特征，教化包括教育和感化。教师群体是有知识分子明显特征的特

殊群体，尊重是教师的第一需求，从这一点讲校长处在管理金字塔的

最低层，校长要将这种尊重放在心灵深处而不只是浮于表面，不懂得

尊重教师的校长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在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

实现教育人和感化人的目标。作于校长既要懂得民意更要会领导民意，

既要敬于人又要忠于事，不能无原则地做老好人。管理一所学校强制

操纵是必要的，但绝对不能成为管理的主流。校长要成为教师和学生

的精神关怀者，关怀教师的精神生活，关怀教师的精神发展，关怀课

堂教学的生命活力，关怀学生完整生命的自由成长。 

2、  从限制走向解放 

只追求运作效益的学校管理，由于过分强调程式化和机械化，把

人限制在一定机件状态，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结构，以逻辑的、实证的、

一元的模式进行运作，造成管理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限制式的管理

由于僵化、死板的要求导致教师身心的过分抑制。没有自由的精神就



不会有灿烂的、富有活力的课堂教学，离开了人文精神，按人本要求

来规划教育必将是一句空话。从限制走向解放，关键要从工具论的教

育观转化目的论的教育观，我们要培养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代新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长点并非经济，也非制度，而是民族的精神状

态与素质。中学教育不能太务实、太专业，教育模式不能太单一，只

把学生培养成一位专家，“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训练的狗”

（爱因斯坦），这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我们的目

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好人、一个未来的人、一个文化人，只有和谐

发展的一代新人才能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3、  从分离走向融合 

教育和管理中存在诸多两极状态，作为培养对象的两个方面——

德性养成和知识学习，作为教学内容的两大块——科学与人文，作为

教学过程的两个层面——教与学，作为学校管理对象之一教师的两大

特征——行政人与业务人，作为管理方法的两种手段——政统与道统，

作为管理的两大策略——硬管理与软管理，作为中层机构的两大系列

——服务系列和行政系列，等等。既要采用两分法，对所有内容包含

的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又要注意两个方面的融合，融合的主线是

全面的、整体的教育观，融合过程中面临新旧观念碰撞的阵痛、传统

势力与改革举措摩擦的烦恼、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冲突的险象，所有

这些构成了学校文化创新的全过程，融合的结果就是更加发展的校本

文化、更显个性的办学特色。 

4、  从独白走向对话 



文化有着活跃的成分，是在动态中形成的，否则不会成为共同的

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文化中包含的共同规则只能在对话中形成，唯

有对话才能达成共识。校本文化的形成虽然需要有人引领，需要有人

主讲和带头呐喊，但最终要使群体认同，不能完全靠一个人独白所能

实现的。要使管理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校长必须学会与教师对话，依

靠群众组织形成对话的氛围，借助文化的力量解决管理中的难题。要

使教育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必须组织具有对话氛围的课堂教学，当然

由于时间的局限不能把所有教学都搞成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活动，但至

少应做到尽可能往这一方面努力。另外，可以通过自下至上的社团活

动来营造多重的对话情境。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校文化，

这是任何一个学校管理者应该明白的道理。 

为此，我们要坚定地立足于超越具体现实的层面，站在延续和改

良学校文化的高度，全面推进校本文化建设，使学校成为新世纪中华

文明伟大复兴的文化承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