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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品牌中学特色校园文化

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①

何　俊，邓智刚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１３）

摘　要：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基础，通过教师、学生、校园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园环境、
人际关系、共同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操守的综合文化。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灵魂和精髓，是激发学校精神的活力与源

泉。新建中小学校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打造优质品牌是当今学校发展的潮流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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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
形态，作为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校园文化也是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示范功

能、辐射功能和引领功能［１］。从文化形态上看，校园文化

是建立在相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础上，反映了不

同学校的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特色。素质教育改革和新

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以保证改革顺利实施。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是长沙市政府投资在大河西先导

区新建的一所现代化、高标准的完全中学。面对崭新气

派的、典雅厚重的新校舍和多功能的、现代化的教学场

馆，如何科学地构建特色校园文化，打造品牌示范名校，

我们在实践基础上做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１　提高思想认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认识是行动的先行者，认识的角度决定着行动的力

度和成效。提高对校园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这是校

园文化建设的前提。和谐校园是以校园文化为纽带，以

内和外顺、同舟共济、诚信友爱、稳定有序、协调发展为主

要特征，以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为宗旨［２］。校

园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向标，为学校特色人才的

培养、教师行为、学生行为指引着方向，是一种无形的、巨

大的力量，推动人才培养的塑造与成形。因此，我们统一

思想，把对校园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

度，把它作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与学校的发展前途紧密相连，不

断努力地丰富教育内涵，提升教育品质，彰显教育文化，

让学校更具活力，让教师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学生更

健康和快乐。

２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化校园的外在环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校园硬件水平，美化校园的

外在环境，是抓好校园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平坦干净

的校园道路，宽敞明亮的教室、图书馆，错落有致、风格迥

异的校园建筑，生动活泼的绿化景观，和谐的校园环境，

花香鸟语的校园氛围，这些都能给学生以美的享受，潜移

默化地养成热爱学校、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美好品质，

促进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我们不仅仅

局限于以外在的形式美化校园，而是科学规划校园主要

景点建设，重点突出校园外在环境的教育意蕴，如办好学

校六大宣传橱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学生；建筑好学校院

士路和１３位院士头像，以先进人物激励学生；校内“澄
池”之水清澈亮丽，永不枯竭，以优秀人物事迹感染学生；

名言警句、碑刻标语随处可见，以深刻、丰富的哲言警示

学生。我们力求让校园的每一个景点都能发挥育人的功

能，让学生的行为在良好的校园环境中得到潜移默化地

改变，自觉形成自洁自律的良好品德，行为操守更加规

范、更加有序。

３　加强文化意识建设，培育积极的校园风尚
加强文化意识建设，培育积极的校园风尚，是校园文

化建设的重中之重。良好道德意识的形成不仅仅是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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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说教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多方面、多渠道培养。开展

校园文化意识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校广播站、电视

台、黑板报、校报等宣传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追求高尚

的道德意识，规范学生的行为操守。

我们认为，学校汇集了不同性格，不同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社会关系的人，学校集体

就像一个熔炉，能把生铁炼成钢；也是一个染缸，能使尚

未成熟的青年受到不良影响。学生在集体中，学生的思

想和行为容易受到集体意识的制约与同化，心理学上称

之为“从众心理”［３］，因此，加强学校文化意识建设显得尤

为重要。具体措施：一是扎实做好学校德育工作，培养学

生良好的道德意识。如开展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法制讲

座、学生团队活动等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学生学习规章制

度以及道德规范等内容，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认识水

平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养成良好的个人行为素养。我们

除了每周集中班主任老师进行一次班级常规建设学习与

讨论外，每学期还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学校德育研讨会，让

班主任老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更好地、有针对性

地引导和启迪学生。二是加强对学生的爱校教育，培养

母校意识。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或参观校史

馆，或邀请知名校友回校演讲，培养学生对学校的自豪

感、荣誉感和向心力，以独特的学校精神感染学生。三是

加强校风建设，包括学校管理者的作风、教师的作风、学

生的作风。学校管理者要善于学习，加强学习，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为全校师生做好服务工作。教师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正确看待自己和学生，树立正确的

师生观，践行“爱生如子、爱岗敬业”为核心的师德风范，

形成认真严谨的优良教风；鼓励学生树立发奋学习，逐步

形成勤于思考、善于创新的优良学风。让每一个学生从

入校起，不断克服娇生惯养或其他陋习，从而养成一种良

好的行为习惯和人格。

４　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强化学校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章制度是顺利实施校园文化

建设的保证。学校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遵循教育

教学的基本规律，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法规，结合本

校实际，建立和健全本校特色的各种规章制度。在制度

建立过程中，应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精神，集思广益，而不

只是个别人的“决断”，广泛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和建

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条例为形式，被共同认可并遵守的

规章制度，既体现教师的意志，也要体现学生的意识。学

校的规章制度体现三个特点：一是全面性，做到事事有章

可循；二是可操作性，做到事事有章可依；三是奖惩性，做

到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执行，赏罚分明。规范合理的规

章制度能使师生明白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同时，应该

做到奖罚分明，从而形成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管理

的制度文化。只有实现了学生自我教育，才算是教育的

成功，才是制度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

５　积极开展课外活动，丰富校园生活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

形式。学生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人，他们充满着青春活

力和创造力，乐于参与各种课外活动。因此，我们精心组

织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和服务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活动，

如敬老院志愿活动、慈善义卖、收购废品、植树节活动、校

史知识竞赛等活动。尽力让学生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

发挥他们的特长，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实现自我价值。

学校成立不同类别的课外活动小组和各类社团协会，如

田径队、合唱团、舞蹈班、记者协会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活

动既有思想性和娱乐性，又有知识性和实践性，吸引全校

师生共同参加。之外，如学雷锋、五四文艺汇演、诗歌朗

诵比赛、书法比赛、十佳歌手竞赛、篮球赛、辩论会、演讲

比赛、“走进军营、走进工厂、走进大自然、走进社区、走进

新农村”（五走进）活动等等。活动兼顾了学习与娱乐的

关系，寓教于乐，让每个学生不仅能从书本上、课堂中学

到知识，更能从课外活动中受益匪浅。

６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有效利用网络资源
根据校园文化已经逐步体现网络化、信息化、多元化

的特点，信息网络建设显得尤其重要，我们通过网络与其

他兄弟学校联系、沟通，相互学习，相互讨论，从而实现资

源共享。通过网络，利用空中教室和云端教室，从而引进

优秀的教师资源、教学资源以及教学经验等等。

总之，学校品牌的灵魂和内涵是文化，学校品牌的建

立过程实际上是一次追溯求索的文化之旅［４］。实施品牌

战略，形成学校独有的特色，增强学校的竞争力，是学校

目前应对各种挑战的重要举措［５］。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

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要建

成一所高标准、现代化的新兴品牌示范名校就离不开学

校有特色的文化建设，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

不断努力，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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