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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体发展视角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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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化—教育—人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可知校园文化对学生发展和管理具有促进作用。学校校园文化

建设的目标应体现个人主体性与类性相统一、多元性和非排他性相统一。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应践行直接影响机制和间

接影响机制相统一、知行合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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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作为环境教育力量能有效丰富学生文化生活、陶冶学生情操，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巨大

的影响，它是学生管理的中介客体之一，具有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本文试图从促进学生主体发展的角

度来探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式，从而使学校校园文化成为学生主体发展的有力保障。

１　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分析
１．１　校园文化功能的理论分析

“文化—教育—人三者之间关系”是校园文化功能的理论分析基础，论述校园文化的功能，首先必

须研究文化、教育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是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是人创造的，同时文化又具有相对

独立性。兰德曼指出：“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但文化并非只是附属于人。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

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而与我们相分离，对我们产生限制和影响。”［１］因此，文化的功用在于主体的生成、

发展和超越。二是教育与人的关系。人的特性决定了教育是人之生成的存在方式，教育的存在是为了

人的发展，教育的作用就是不断地把外在于个体的文化内在于个体，从而使个体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发

展了的人、文化化了的人。“教育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育而促进人的发展的关系。”［２］三是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对人的发展会产生限制和影响，这就形成了文化与人之间对立和统一的矛盾

关系，所以，为了实现教育的本体功能，教育必须对文化进行批判和选择，才能使人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

相互适应，最终真正达到“文化化人”的目的。简言之，文化对人的发展具有教育的功能，为了实现教育

的本体功能，教育必须对文化进行必要的建设，使文化适应人的发展。

１．２　校园文化的学生教育功能
校园文化的教育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示范导向功能。校园文化的价值和规范标准或多或少

会对学生产生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从深层次上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态度。

二是规范约束功能。校园文化通过“软”和“硬”的方式发挥着约束功能，“软”的约束通过学生管理制

度蕴含的理念体现出来，理念代表了学校倡导什么和禁止什么，允许什么和反对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

可以做什么。“硬”的规范约束功能则主要通过学生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定表现出来，校规校纪都会对学

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硬”约束功能。三是陶冶激励功能。校园文化所形成的环境和

氛围对身处其中的学生有着独特的魅力，校园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染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１
作者简介：王向东（１９７９－），男，湖南长沙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第１０期 王向东，等：学生主体发展视角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黄”，对学生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不论是校园自然景色和建筑群，还是校园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

为规范，都陶冶着学生的灵魂与人格，激励学生自我发展。

２　基于学生主体发展的校园文化建设目标
学生主体发展是我国学校学生管理的价值追求，为此，必须在学生管理中强调学生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和自我教育，为学生主体发展建构实践空间。

２．１　个人主体性与类性相统一的校园文化
崇尚学生主体发展的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既要站在学生角度为学生各方面的发展提供学生喜闻乐见

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和活动载体，供学生自主选择，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又要在校园文化的

建设中把学生的个人主体性与类性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因而，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既要让学生在校园

文化中确认、确立并遵循“个人主体性”原则和规范，也要在校园文化中确认、确立和遵从“类性”的原则

和规范。正如亨利·罗素夫斯基所说：“我们需要个性的发展，但同时，我们必须牢记自私自利的后果。

学生应该成为有才干有能力的人，而且也应该献身于社会的公共利益。”［３］校园文化建设在加强学生个

人主体性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学生的类性发展，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

２．２　多元性和非排他性相统一的校园文化
以促进学生主体发展为目标的校园文化建设需要重视学生的个人主体性发展，因而，校园文化对学

生在生活方式和生活信念上的多元性要包容、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应当尊重所有学生，不分性

别、种族、血统、家庭背景等，因此，必须把“非排他性”作为校园文化中所确认、确立和遵循的一个基本

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多元性和非排他性的校园文化就像一个熔炉，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思想观

念和不同民族传统的学生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学校校园文化不仅要具有个性化、多样性和多

元化等属性特征，也要建构和形成和谐相处、相容共存的“精神场域”。

３　基于学生主体发展的校园文化建设途径
论述校园文化建设方式的实质就是探究校园文化影响学生之发展的内在机理。校园文化建设既可

以利用“显性”和“正面”的引导来助力学生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隐性功能对学生进

行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所以说，校园文化可以以直接的和间接的途径来发挥其功能作用。从“学生

发展”的视角来看，校园文化要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有效的影响力，不仅要从知识和理论的层面对学生起

到教育作用，而且还要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切身感受校园文化的教育作用，所以说，学生在学校

学习和生活中的实践体验平台建设和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同样重要。

３．１　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相统一
对校园文化育人的功能而言，“自觉”的导向引领和“自在”的生活沉浸是完全统一的。如果说校园

文化建设“自觉”导向引领体现的是校园文化影响学生发展方式的组织性、直接性特点，那么，校园文化

建设“自在”的生活沉浸则通过营造具有一定精神内涵的校园文化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体

验现实生活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与校园文化具有同质性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人格。

直接影响机制建设是学校通过“自觉”方式营造校园文化环境，从而使学生形成校园文化建设所期

待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人格。这种影响机制直接提出的规范及相应行为方式的要求是蕴含着一定的价值

观念的，它所达成的功能都是正面的、直接的导向性“引领”，这是一种自觉的校园文化建设，它是直接

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活动开展和强势宣传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等确立学生应遵从的行为

规范和方式。活动开展和强势宣传的途径和方式有助于学生对思想观念、行为制度和学习模范等强化

理解和内化，使学生确信和认可相关内容，并最终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

形成自己的行为规范和方式。这既符合校园文化正面的、直接的示范导向功能，也符合学生发展的心理

规律。“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４］学校的仪

式是一个渗透着校园文化价值观念的文化事件，能够对学生的发展起到“显性”的和“正面”的导向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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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作用，所以，学校需要充分利用入队、入团、入党宣誓仪式以及新生入学典礼、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影响学生，精心安排，力求实效。

间接影响机制的建设主要指非制度化文化的营造。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环境中的人接受的教育

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加拿大教授斯蒂芬·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中深有感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是他周围的生活环境。”［５］所以，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校园环境的具体性、形象性、可感性、可信性

以及经验体验性等特质，通过耳濡目染、润物无声的方式，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校园文化的价值追

求、思维方式、生活观念、行为方式和交往模式，形成同质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具体说，就是校园

环境建设要充分融入育人理念，在绿化、净化和美化校园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的进程中注重融入个性化

特点，把学校的历史传统、价值追求和校训等渗透进学校物理环境和制度环境中。

３．２　知行合一
学生自身的生活实践体验是影响其价值选择和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个人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的养

成具有实践体验性和情景生成性的特点。实际生活中，学生并不缺乏如尊重教师、诚信诚实、交往中的

非功利性等相关的理论知识，而是缺乏对这些理论知识的真正认识和理解，缺乏对践行这些理论所必需

的生活体验和坚强决心。如果学校教育简单运用“理论化”或“口号化”的说教方式，就易使学生在心理

上产生“抵触”情绪或“逆反”心理，从而影响他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养成。“知识性”和“理论化”

的教育是必需的，但不是唯一的，校园文化建设需做到 “知行合一”，为学生的发展提供生活实践的平台

和空间。具体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知读本现实化、生活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促使学生

逆向思维、批判思维能力不断增强，随着年龄增大，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开始尝

试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和衡量是非，会以一种质疑的目光审视学校的认知读本。如果学校的认知读本

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不能有效指导学生在生活、学习中的现实问题，就会引发学生的不信

任感，并容易产生抵触和逆反情绪。理论的传递要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和时代特点，做到形式多

样、喜闻乐见，要将理论生活化，在生活的场景中让学生能够主动和愉快地接受相关的知识和理论，从而

唤醒学生主体自我发展的需要。二是情感影响氛围化。情感是实现知行转化的“催化剂”，一旦形成，

它将以巨大的力量驱动着学生的道德行为。人的行为是知识和情感双重驱动的结果，如果学校的教育

忽略了学生情感的培育，简单地以学会了多少知识、组织了多少活动为教育目标，这就会把学生当成一

个接纳的容器，那些既大又空的“口号”式教育目标脱离了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水平，学生只能被动、肤

浅、应付式地接纳，其结果要么是培养了一批缺乏独立人格的唯书、唯上、唯利的人，要么就是造就一些

心口不一或阳奉阴违的伪君子，要么形成了一些无任何信仰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事实上，学生的情感和

行为的“参照物”大多是其周围实际生活环境中的人和事。因此，校园文化建设要为学生提供情感的现

实依托，通过创设鲜明、形象、生动的情境唤起学生的道德情感，从而顺利实现学生的知行转化。三是行

为规范制度化。校园文化规范功能的发挥是指校园文化能约束学生思想道德和行为举止。校园文化正

是通过营造这样一个较为规范的环境，促使学生行为的规范化和道德化。学生管理制度一经形成和颁

布，便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它明确规定着学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学生在认可与遵循学校规

章制度、行为准则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习惯。因此，学校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做

到奖罚分明，这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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