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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君:浅谈学校共同愿景的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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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清晨，一位伐木工人巴尼像平日一样，驾着吉普车去森林干活。他要把一棵直径超
过两英尺的松树锯倒。就在松树倒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松树撞上旁边的一棵大树反弹
回来，重重砸在巴尼的右腿上，把他的右腿压得死死的，使他动弹不得。没有人能及时救
援，流血过多人会死去。左思右想之后，巴尼拿起电锯，截断了右腿，简单包扎一下，开
始爬着回去。一路上，巴尼一次次昏迷，又一次次苏醒，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活着回去！ 

  巴尼的动人故事在美国《读者文摘》上刊载后传遍了全世界。这个故事让人们深思：是
什么力量让巴尼毅然截断自己的右腿？是“活着回去，享受生命”这一心中的景象使巴尼
战胜了恐惧，选择了残忍的截肢。  

  这种“心中或脑海中所持有的意象或景象”，被人们称之为“愿景”。 

  美国加里的《愿景》一书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话：“在开始探索和了解周围世界之前，我
们必须让自己的头脑作好准备。如果能够首先在大脑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进行耕耘，我们的
智慧之树就能长得更加茁壮。” 

  在一个组织中，成员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使得个人愿景汇聚融合，形成共同持有
的意象或图景，即为“共同愿景”。 

  共同愿景，一开始往往由一个想法、一种理念激发生成，当它为全体成员认可接受，作
为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时，就成为一种真实存在。共同愿景的力量源自组织成员对愿景
的深度关切，一旦有了这种深度关切，组织成员聚合成一个关系紧密的整体，形成实现愿
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产生巨大的力量。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必须是一个精神王国，而只有当学校出现了一个‘精神王
国’的时候，学校才能称其为学校。”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必须有其独特的、以师生
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学校文化来引领和支撑。而学校的共同愿景，作为师生共同持有的意
象或景象，是师生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是价值取向的真实存在。 

  学校愿景，是一个学校的教师共同持有的对未来希冀的景象，它创造出众人一体的感
觉，并使这个感觉遍布到整个学校的活动中，而使整个活动融汇起来。它有三个基本要
素：大家愿意看到的(期望的)、大家愿意为之努力的(主动的)、通过努力可以一步一步接
近的(可接近的)。一所学校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就像一艘没有航舵的船，是一列失去轨道
的列车。 

  学校的共同愿景可以分布在学校文化管理的每个方面，各个层次，如学校的办学目标、
校训、校风、学风等。 

  我校的办学目标是“为未来奠基”，意寓着我们的教育工作一为学生的未来奠基，培养
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二为教师的未来奠基，塑造有追求、有底蕴、精业务、善合作的师
者；三为学校的未来奠基，打造农村教育的品牌小学；四为社会的未来奠基，提升国民的



 

整体素质。我校的校训是“真、善、美”，要求八小的每一位师生都能言行一致，热爱生
活，求真、向善、唯美……这些都可以说是我们学校的共同愿景，凝聚着全体八小人的追
求与行动。 

  共同愿景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校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在管理
实践中，我校以共同愿景为文化管理的主线，有效促进了学校的文化管理，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以下，就级部共同愿景的文化管理谈一些粗浅的感受： 

  一、呼唤愿景，明确管理导向。 

  2006年9月，学校搬入新学校，又同时撤并了南片小学。一下子，学校变大了，教师队伍
复杂了，学生人数增多了。自然，学校原有的管理模式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面对这种现
实，学校领导毅然决策走好级部自主管理之路——管好级部，促进学校。 

  我们根据学校新建的三幢平行分布的教学楼，将学校分为三个级部——启智部（低级
部、）明智部（中级部）、星智部（高级部）。如此命名，寄寓八小的每一个学生都能茁
壮成长如启明星一般闪亮，这本身就是对学生培养的一种美好愿景，用启明星喻作八小学
子，着实令人神往。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个人自荐、教师举荐相结合的方式，推选出了各级部的发展负责
人——级部组长，确保管理组织的健全。作为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织，三个新成立的级
部该如何良性运作与优势发展呢？我们果断地抓住以级部愿景管理促进管理的主线，明确
学校文化管理的导向。 

  首先，各级部分组进行学习借鉴与讨论，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立足学生的发展现状，
确立了本级部的培养目标——即级部愿景。启智部为“与好习惯相伴，我能行！”，明智
部为“与好伙伴同行，我快乐！”，星智部为“与大社会相融，我成长！” 

  其次，有统一的级部愿景之后，组织全级部教师围绕愿景进行可行性论证，就“为何确
立？”、“如何达成？”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既在研讨中进一步统一对级部愿景提炼的
思想认识，又在设想中形成必要的行动策略，为下阶段的文化管理指明方向。 

  二、实践愿景，重视过程管理。 

  刘铁芳先生认为：“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一步步将人从愚昧、无知、偏见、粗俗和各种
情欲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与判断能力，有趣味、有
价值地生活。”学校教育实现人的“自由思想”、有“价值地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实
现师生共同愿景的过程。 

  当各级部有了自己的培养目标作为发展愿景以后，就有了自己的教育实施指南。接下
来，各级部就吹响了实践愿景，重视过程管理的号角。 

  启智部围绕“好习惯”的培养，抓住了低年级小朋友的特点重点抓了卫生、写字、课前
准备等习惯的培养，并就每个习惯的培养分别提出相应的落实要求与措施。如写字时坚持
做到“一尺、一寸、一拳”的“三一”行动；卫生方面要求学生做到身边有纸（餐巾纸）
有杯（饮水杯），坚持洗漱，保持整洁讲文明；课前准备做到文具、书本统一摆放位置，
提前候课等等。这样，级部统一培养要求，统一培养措施，统一检查评价，引导学生开启
良好的人生修炼大门。 

  明智部则要求各班针对愿景，有个性地展开行动。各班教师带领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确
定训练点：有的在学习上开展你超我赶的的竞赛活动；有的在生活中开展互帮互助活动；
有的班级成立伙伴同行小队，实现个体与集体同进取；有的学生与教师加强沟通，建立了
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实现教学相长；还有的老师引导学生与好书为伴，大力提高阅读能
力……通过一个阶段的自主实践后，级部组开展愿景达成行动分享会，加强过程管理，实
现优势互补全覆盖。 

  星智部则由能干的级部组长带领全体教师大抓活动促育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体验活
动，促进级部的自主管理。老师们带领学生走进生活，走向社会，健康成长。他们策划了
“文明礼仪在家庭”的教育延伸活动，在社区倡导讲文明、讲礼貌的好风气；他们策划了
“小小交通管理员”、“今天我当家”、“蓝藻大调查”、“爱心捐款”、“我为学校出
份力”等一系列学生体验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学会发展。 

   



  三、享受愿景，形成学校文化。 

  有了行动就有收获。当各级部尝到愿景管理的甜头以后，我们让他们总结经验，分享收
获。每学期组织级部愿景论坛，由级部组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总结与交流。有的让学
生来现场表现，有的请家长来谈体会，有的是老师由面到点铺开讲思考、谈措施、作评
价，还有的针对前期实践挖掘出新的努力方向，进一步丰富级部愿景的内涵。 

  如今，愿景成了老师的教育行动指南，也成了学生学习发展的行动指南。心心念念，每
一个人都愿意为愿景的追求而思考，每一个人都愿意为愿景的实现而实践。大家在行动与
反思中享受着愿景管理的甘甜之果，并自觉地将这种愿景管理模式运用到诸如班集体建设
等其他的管理层面，不断形成了学校有深度的管理文化。 

  可以说，共同愿景，是学校文化之魂，对于学校文化的塑造至关重要；学校文化，基于
共同愿景，造就的学校文化对共同愿景的实现有着“反哺”作用。作为有追求的教育管理
者，不妨重视学校共同愿景的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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