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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的领导最终是一种教育思想的领导,思想的领导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领导。守护和增生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是当代教师肩
负的文化责任，是学校文化的主旨；构建高品位的学校文化，是校长领导能力的终极外显，是提升师生生命境界的绿色平台，是
学校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内部所形成的、为其成员共同遵守并得到同化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和共同作风的总和。它属于亚文
化，以学校群体成员为主体，以具有学校特色的精神形式、制度形式、行为形式和物质形态为外部表现，并影响和制约着学校群
体成员的活动方式、精神面貌与文化素养。 

  学校文化是校长办学思想和师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的耦合。校长的办学思想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师生的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是一所学校办学的行为主体，校长的这个“魂”必须附着在师生素质这个生命主体上，“魂”不附
“体”，“主业”懈怠，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办学品位就只能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 

  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建设中的灵魂工作，是进行教育改革的载体、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学校深层次、高品位的办学追
求。说它是深层次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学校的物质形态，而且从价值观这个深的层面引导人、感化人、塑造人，使人学会正确处
理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从而学会怎样做人。说它是高品位的，因为它是对智能发展的超越，不仅局限
于具体地规范人的行为，而且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人，以高尚的情感陶冶人，以崇高的民族精神激励人。优秀的学校文化能够锻造
师生的科学精神、健全人格和道德素养，能够熔铸民族的创造力、凝聚力和生命力。 

  校长是学校文化的缔造者， 

  文化塑造是校长领导能力的终极外显 

  校长是行走在大地上的思考者，是汲取现存精神力量的凝聚者，是累积教育生活智慧的实践者，校长的责任在于培育优秀的
学校文化。在学校发展问题上，文化塑造与战略选择、制度安排、教学重建等同等重要。 

  加强校长队伍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提高校长的领导能力，这是提高执政能力在学校管理中的积极应对。什么是领导能力?英文
中，领导能力就是Leadership，就是指“有办法影响别人的人”。 

  我认为，校长的领导最终是一种教育思想的领导，思想的领导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领导。一位校长，如果不能在思想上用精
神文化来统一师生的认识，统帅师生的行动，就不是一名具有高超领导能力的学校管理者和组织者。从聚合校内人力资源的角度
来讲，现实教育生活中校长的领导能力可分为五个层次： 

  权力驱策型(职务型)。校长手中有鞭子，那就是上级主管的一纸任命、董事会议的一章授权或拥有巨资的绝对控股，这就派
生出手中的权力，这就衍生出来形形色色的压力，这就使得一部分人不能不看我们的脸色、不得不跟随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习
惯于上传下达，习惯于做官样文章，习惯于用会议落实会议，经常性地迷失学校的办学目标，学校人力资源处于被动式的屈从，
这是校长领导能力的最低层次。 

  触觉延伸型(职业型)。校长手中有资源，那就是人财物流，这就自然延展出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这就容易形成群体利益和
部门利益。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就能够在校内、校外建立社交生物磁场。如果我们习惯于迎来送往，习惯于觥筹交错，习惯于经
营体系，就能够在一定的人群中形成个人的权威，学校人力资源和办学目标之间处于利益背景下的自愿，这是校长领导能力的第
二层次。 

  业绩昭示型(事业型)。校长身上有理想，那就是校长的战略选择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学校里面建立了威信，这就使多数人的
服从变成自主性的向往，变成他们表现才华、取得成绩的内需。大家主动把个人目标自觉调整到学校的工作思路和办学目标上，
学校人力资源和办学目标之间处于自主式的跟随，这是校长领导能力的第三层次。 

  人格引领型(专业型)。校长手中有接力棒，那就是校长的制度安排科学合理，除了带人做事之外还有办法把一起共事的人带
动起来、配合起来，在学校里培养了很多人。大家追随校长超越了个人关系的亲疏，大家主动接纳校长的指点是出于对校长品
德、为人、能力的尊敬，大家都把共事中形成的办事风格、工作制度、办学目标内化成一种习惯，学校人力资源和办学目标之间
处于习惯性的追随，这是校长领导能力的第四层次。 

  智慧传递型(学者型)。校长身上有智慧，校长需要成为政治过硬、道德高尚的贤者，远见卓识、笔下生风的智者，多谋善
断、讲究艺术的能者；胸怀坦荡、心中有爱的仁者；成为智慧的化身、精神的丰碑、文化的使者。大家敬重校长，是因为他的为



人、作风、勤奋和进取；人们仰慕校长，是因为他所代表的目标、理想、信念和精神。也许已经不在任上，但校长执政期间取得
的所有成功都以文化的形态流传下去，并在尘封的校史中熠熠生辉，使学校人力资源和办学目标之间处于升华式的传承，这应该
成为校长领导能力的最高境界，也应成为全体校长弥足珍贵的价值追求。陶行知校长就是这样的楷模，苏霍姆林斯基院士就是这
样的典范。 

  把学校的办学特色、办学成果和师生的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学校文化的形态发展下去，是校长肩负的崇高责任。一位新任校长
可以很容易改变一所学校的领导配置、工作流程、财务状况，但是最难转型的是学校的文化，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能把一所学
校的文化改变掉。 

  电影《英雄》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画面，一位赵国的老者对弟子们说：“秦国可以杀掉赵国的人，但不能灭掉赵国的字。” 

  强大的罗马军团可以征服犹太民族，但永远不倒的却是犹太文化。基督精神和西伯莱文明正是伴随罗马军团的铁蹄无法阻挡
地向世界蔓延。 

  目前，台湾岛内掀起的“去中国化”运动，实质就是要从文化层面斩断与大陆之间血肉相联的根系。 

  失去了文化，失去了精神家园，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将成为无根的浮萍。 

  守护和增生人类的核心价值观 

  是当代教师肩负的文化责任，是学校文化的主旨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这样诠释教育的内涵：“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
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
启发其自由天性。因此，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生活的全部文化导入人的灵魂觉醒，而不是导向由原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
知识。”《教育管理辞典》对教师这一概念的定义是：“教师是向受教育者传递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
专业人员。” 

  现在，人民教师的知识分子地位正在遭到学术界某些学者不公正的质疑。周浩波先生就在《教育哲学》一书中提出，教师，
特别是普通学校的教师，“已从有知识的人中游离出来，他们不再从事知识的创造，而是负责传递知识，他们是受雇于国家或地
方政府的雇员……如果说，知识分子以理性、逻辑、普遍的价值作为自己的文化的内核的话，那么，教师实际上是以技术和工艺
作为自己文化形成的基础，并为自己构造了特定的与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语境……”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中小学教师排除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外，实际上是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蔑视和中伤。其荒谬之处在于，
他只把中小学教师看成是现有知识的传递者，没有看到中小学教师同时也是人类核心价值的传递者，没有看到中小学教师在人之
所以成为“人”的进程中所起的奠基作用。 

  而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也如论者所说的那样为自己定位，两眼紧紧锁定在学生的学业
成绩上，忽视对学生情感、个性和价值观的培养，从而主动放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事业，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互动过程，教师的“教”的质量是教育质量的主要支撑。
我们的教师和我们的办学质量应当在承认功利的同时，追求功利的超越；我们的教育行为应当在追求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同
时，肩负起领先社会并改造社会的使命。 

  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教师是一门特殊的职业，这种特殊表现为教育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比如让学生学会一定的知识和技
能，让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和深造，让教师的名声和福利逐步提高，让学校的名望和收益逐步提升……如果不承认这些，就
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就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教
育又具有非功利的性质。教育是生命与生命交流的过程，也是生命自主、能动发展的过程，教育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的生命。从
这种生命性的本质出发，教育就是要保护人的天赋，保护人的自主意识，保护人的创造个性，保护人的完整人格。就是说，教育
要依据人的生命特征，遵循人的生命发展规律和原则，促使人的生命走向更加完整、和谐与无限的境界，引导人的生命进入实
践、创造、升腾的新天地。而教师的职责就是运用智慧开启学生固有的潜能，让生命快乐地生活并实现生活的幸福。 

  我们的教师和教育质量不能仅仅停留、局限于考试成绩和升学指标上，而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背离了这些，我们的教育行为和教育质量就必然重蹈“应
试教育”的覆辙，就必然把正当合理的质量追求异化为对学生智力的片面开发，就必然使教育者善良的教育愿望扭曲为对学生身
心的极大伤害，从而背离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教师应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教育情怀。尽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人价值错位、理想缺失、信仰危机，但我们都要坚守人类
的核心价值，坚守人类的崇高精神，坚守自身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始终保持一种反省意识、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社会问题
的强烈责任感以及敢于担当的勇气。在我们的教育实践和社会生活中，这种教育情怀时常表现为对自身教育教学的深刻反省，对



教育现实的深入批评，对应试教育的适度对抗，对教育理想的执着坚守，对转型时期教师尴尬命运的勇敢担当。通过我们的教育
实践，使学生学会如何幸福地生活，学会通过坚韧不拔地努力获得幸福的生活，学会把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的进步有机融合。
因此，我们追捧的不仅仅是一张张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更要塑造出一个个既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又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
人；我们追捧的不仅仅是百分之百的升学率，更要实现每个学生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我们追捧的不仅仅是汇报时沉甸甸的总结、
评比时一组组的数据，更要造就未来公民的优秀素质和中华民族的高尚精神。 

  这就是教师的文化责任，也是学校文化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 

  校长是教育教师的首席教师， 

  学校文化是校长和师生共建的思想交流平台 

  校长是校本培训中的首席教师，是教育教师的首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师资队伍建设是校长的首要工作，学校文化建设
是凝心聚力的灵魂工程。 

  学校文化不是校长个人意志的主观臆造。校长的文化意识必须通过教育的途径得到师生群体的认同，并表现出群体的气质和
品性后才能确立和显现，这一过程不是即时式的，而是累积式的，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形成、巩固和发展的
过程。由于文化形成过程相当脆弱，因此，一个具有稳定状态的学校文化的确立必然是长期的、反复的过程。学校文化不可能速
成，那些认为一个校训的提出就是一种学校文化的想法是幼稚的。现存的历史名校中的一些文化内涵不是诞生在校长的话语里，
而是形成于其后的传承中。 

  在学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校长要善于运用非权力因素，逐步提高教师的非业务因素，逐步升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使广大
师生对待学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的态度达到一致性或趋同性的认知，并形成不约而同的做事方式和处世
态度。将校园文化内敛的价值观念变成全体师生自我成长的内在需求、自身境界的主观显现；变成他觉与自觉的贯通、鞭策与自
立的交融。 

  我们要关注教师的非业务素质和学生的非智力素质的培养，使教育教学过程变成师生创造性生活的合理延伸，变成师生双方
实现自己生命价值、提升生命质量的交互过程，让师生在学习生活里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塑造自己，在自我优化中实现理性构
建和个体价值，达到自身生活世界与自然、社会的融合，达到自身实践与他人实践、社会实践的融合，促进包括道德、兴趣、毅
力、情感、气质、意志、精神、人格等要素的和谐共生。 

  从人的生命意义来讲，人有三次降生，就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提升。按照社会人的范式，我们可以用“不犯
罪、不违法、不违纪、不违德”四个层次来要求教师，显然不犯罪是教师行为规范要求的底线，不违德是对教师行为规范的最高
要求。而按照文化人的标准去衡量人，又分为“无损于人、无愧于人、无求于人”三个层次。冯友兰先生曾把人生境界依次分为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阶梯。教师教育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做一个有文化的读书人，要关注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注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关注日臻完善的人格力量，关注自身的专业成长与学术水平，关注作为师魂的“对
生命的至爱和不求回报”，最终走向“立德、立功、立言”的自我完善之路，达到人与宇宙的亲合、人道和天道的融和，从而摒
弃那种本能的、自私的、族群的人生境界和生存状态，这就成为教师职业道德和行为操守的最高标尺。 

  同样，我们可以用“成人、成才、成功”三个标准来要求学生。成人是适应社会的基础指标，成才是立足社会的拔高指标，
成功是发展社会的最高指标。我们要力争通过我们的教育让学生达到德智双全、文理兼通、学创俱能、身心两健，力争把学生历
练成为“理想远大、胸怀祖国的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人格丰满、全面发展的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
人”、“视野开阔、卓然有成的人”、“品位高雅，热爱生活的人”，成为“大写的人”，成为“和谐的人”，成为“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成为“幸福生活的人”、“有益于他人的人”、“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这是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学
校文化建设的永恒追求。 

  人是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智慧生命的统一体，教育是淬炼生命精神和生命智慧的实践活动，她承载着人类对美好未来全部
的憧憬和梦想。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生命的社会化的过程，是自然生命向精神生命、智慧生命的超越。人的精神力量、智慧力
量不是遗传基因的造化，而是在后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凭借教育而挖掘、点燃、唤醒、塑造生发出来的。优秀的学校文化正是
锻造师生崇高精神、高超智慧最好的凭借，是自然生命向精神生命、智慧生命跨越的桥梁。 

  学校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学校群体成员进行教育重建的精神力量，是素质教育深入实施的激励机制，是提升师生生命境界的绿
色平台，是学校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