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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研究　主持人：李仲辉　校长

主持人简介
李仲辉，中共党员，中学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衡阳市一中校长，中国教育

学会会员、湖南省教育学会理事，湖南省校长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衡阳市人大代

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衡阳市化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衡阳市院士专家促进

会教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衡阳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衡阳市教育技术理事，

衡阳市专家联谊会理事，《衡阳年鉴》委员会常务委员，衡阳市优秀人大代表，其优

秀事迹入选《人大代表风采录》。１９９８年被评为市化学学科十佳教师、市优秀教师，
２００１年被评为衡阳市跨世纪人才，２００３年被授予衡阳市“五四”青年奖章，同年获
湖南省优秀园丁奖，２００４年被评为市优秀党员，２０１０年被评为省校园文化建设先进
个人，并被聘为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有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杂志上发表、主持湖南

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有效学习模式下的高中学生学习激励制度的构建”等多

项课题研究。

主持人寄语
让文化成为一所学校特有的精神标记

台湾著名学者龙应台女士曾说：“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

为社会。”文化能够把散落在师生个体中的“珠子”串成一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使这所学校的文化内涵从无到有，由

虚浮到精华，直至气蕴四溢，香泽校园，最后形成一个特有的文化磁场，让历代学子身上流淌着母校的文化血液，成为一

所学校特有的精神标记。

论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与

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①

罗光伟，陈翊民
（衡阳市第一中学，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从宏观层面入手，要塑造和谐文明的校风，积极建立相互尊重的现代师生关系，促进创
新优良的学风；从微观层面来说，要抓好学生个体形象，采取移动课堂教学模式、陶冶学生情操，以学生社团为载体、培养

高素质人才。学校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与积淀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是指导学校各项活动的最高准则。

校园行为文化建设是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基础，学校核心价值观是校园行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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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行为文化“是指在教育系统中长期形成的并通过校园主体的活动而展示出来的文化形态的总

和”［１］。从当前的教育教学实践来看，校园行为文化建设，无论是宏观建设还是微观建设，均对学校核

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０２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ＸＪＫ０１２ＡＺＸＸ００３）
作者简介：罗光伟（１９６３－），男，湖南衡东人，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政治教学与学校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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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校园行为文化建设
１．１　宏观层面

在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多元化的今天，首先，要塑造和谐文明的校风。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大力营

造严谨、科学、创新等良好的校园风气。“在校园树立热爱祖国、决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

己全部力量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培育自强不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共同意志和奋斗精

神，形成与时俱进、昂扬向上、勇于创新的共同追求和开拓意识。”［２］其次，积极建立相互尊重的现代师

生关系，肩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以崇高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因此，学校应大力加

强师德建设，加强教师师德考核，对师德出众的教师进行奖励和表彰，以促进优良教风的形成。再次，促

进创新优良的学风。加强学风建设，不仅要在学生中提倡好学求知、尊师重道的基本要求，更应使学生

提高自我意识，实行自强自律，培养创新精神，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就要制定完善中学生行为规范，

特别是考试纪律管理，注重加强学习目的和意义的教育。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开展读书活动、学风教育

活动等，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１．２　微观层面
校园行为文化的微观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系统工程。必须长远规划与近期安排相结合，常规工

作与重点工作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行为实践相结合，从大处着眼，从细节入手，稳步抓紧抓好校园行

为文化建设。校园代表着整个学校的形象，从微观方面构建校园行为文化，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从“表”“言”“行”入手，抓好学生个体形象。学生是学校的重要载体，学生个体形象的好坏直接影

响学校的整体面容面貌。因此，学校重点从学生的“表”文化（仪容仪表）、“言”文化（言谈举止）、“行”

文化（行为规范）三方面来整改学生的个体形象，提升学生素养，促进校园形象文化建设。

采取移动课堂教学模式，陶冶学生情操。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行为文化建设

的重要阵地。学校采取“移动课堂教学”模式，组织学生走出学校，进军营、到工厂、下农村、深入社会各

个领域，开展社会实践学习和远足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受教育、在实践中受锻炼，在体验中培养学生

的意志品质，对学生进行“生存教育”，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

以学生社团为载体，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加强素质教育，丰富课余文化生活，提倡正当娱乐，培养学

生的自主能力，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学校高度重视社团发展，关注学生社团的实践活

动，使社团发展由兴趣期、困惑期、调研期、独立期逐步过渡到发展期、特色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学

生提供课余施展才华的舞台。

２　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表现
学校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与积淀所形成的被教师和学生所认可并且深入人心的

价值标准，是学校文化的灵魂，是指导学校各项活动的最高准则。衡阳市一中的核心价值观呈现出如下

特点：厚重、博大的船山文化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先进的理念文化引领着“一中人”驶向辉煌的彼岸；优

雅的环境文化陶冶着师生的心灵；丰富的文化活动奏响文明、和谐之歌。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２．１　船山理念
学校以船山文化为内核。在船山先生的教育哲学中，一直倡导“因人而进之”“因材而调养之”，主

张“夫教之为术也，或顺而成之，或逆而矫之，或诱之以易从，而生其慕道之切；或困之以难得，而起其奋

发之深：盖亦多术矣”。船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凸显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精神，追求的是学生的个性自由与

发展，其教育思想是为充分展示学生的潜能而设定的，体现的是一种承认受教者的主体地位的服务精

神。这种教育思想如燎原之火，虽然学校校址几经变迁，校名几度更改，历经一百多年，但船山风骨一直

薪火相传，船山文化一直绵亘到今天。现在学校设立专门的船山文化研究团队，设置了“船山大讲坛”，

编辑了《王船山》校本教材。校园环境文化建设充满自然灵气、艺术雅气、文化真气，文化石、文化墙、楹

联文化等处处折射船山思想，给师生以高雅的熏陶。

２．２　服务理念
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教育即是服务”。当代教育专家指出，教育的本质是为人的成长服务，为人的

全面发展服务，为人的未来服务。教育应回归原点———人。现在，学校坚定了一个认识，“教育即是服

务”，最大限度地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让学生在学校得到更好的发展，为学生的教育量体裁衣，尽可能

个别化、个性化。为此学校提出了“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学校的管理好比一个同心圆，圆心是学生，

外圈是教师，最外围的才是领导。和这个同心圆的结构一样，领导为教师服务，教师为学生服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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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激励理念
学校的激励文化也就是能满足师生的精神需要和价值需要，使师生产生归属感、引以为豪的成就感

和得到尊重的敬重感，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的潜力。其一，开展宣誓活动，每年七一前夕，开展共产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每年教师节开展教师宣誓活动。其二，学校设立“教师荣誉系列”评选活动。通过

评选骨干教师、名师、十佳教师、教学能手、课改先锋、书香教师、师德标兵、服务标兵、我最喜欢的老师等

系列荣誉激励和目标激励、制度激励、情感激励、榜样激励等，构建适合教师的激励文化，有利于调动教

师的积极性，激发教师潜在的能量，有利于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发挥出巨大的热情，形成“身正、

爱生、博学、高效、创新”的教风。其三，建立高中学生发展性激励评价体系。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业情况

和综合素质发展情况，把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个性发展和健全人格作为评价的重点，通过激励性

评价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在高三年级开展“成人仪式宣誓活动”；为让学生学会感恩，在母

亲节开展“我为母亲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的活动；为高三学生减压，在高三年级召开“欢乐运动会”；为加

强爱的教育，开展“我为山区孩子献爱心”活动，学校先后向常宁塔山中学、衡阳县牌楼中小学、衡南县

敏东小学等捐赠书籍、文具、衣服等；每学期评选一次“文明班级”“文明示范生”和“进步之星”，每年评

选一次文学之星、科技之星、劳动之星等各类“星级学生”；创新学习小组评价机制，实行晋级制，如星级

晋升，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其四，完善教科研奖

励机制。学校鼓励德育工作者结合学校的德育实际进行课题研究。学校课题《基于有效学习模式下的

普通高中学生学习激励制度的构建》获省“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普通高中学生

行为文化的构建》及《王船山教育思想的实践研究》获省“十二五规划”重点立项课题。学校积极推进教

师的培训，采取外出学习和校本培训两个途径，每年均有教师参加国培，每年参加省、市培训不少于６０
人次，到外校交流不少于１００人次，如近两年学校均派出教师到山东昌乐二中、长郡中学学习交流，开拓
了老师的眼界，对教师素质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

３　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与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３．１　校园行为文化建设是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基础

常规的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必须通过意志努力才能获得系统知识，校园文化建设则通过利用学生的

无意识心理活动机制来摄取有关的教育经验，激发学生蕴藏的巨大的心理潜能，使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心

理活动有机地统一起来，拓展信息刺激的容量。它可以为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土壤：即把有关道

德的、知识的、审美的、文化的等价值观，经过具体的人、事、物以及活动过程，传授给学生，没有说教，没

有强制性，让学生在不经意之中接受这些核心价值观。

３．２　学校核心价值观是校园行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学校园行为文化“为

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才能培养出四有新人。学校要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合理地融入中学校园行为文

化当中，使马克思主义教育和行为文化的建设相互促进，包括组织开展积极健康的校园活动，广泛运用

互联网、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将马克思主义渗透到校园行为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从而帮助青年学生

确立起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学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学校园文化建设，能够为教师的

教育事业和师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保障。进而，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高雅、健康的校园

文化滋润学生的心灵，最终为中学校园培养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４］。

构建高中学生行为文化，形成学校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日积月累、不断完善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注意

长远规划与近期安排相结合，常规工作与重点工作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行为实践相结合，从大处着

眼，从细节入手，稳步抓紧抓好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使其形成学校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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