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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新视点：现代学校制度文化的五大功能 

    

    现代学校制度文化是学校文化系统中最具权威性的因素，它规定着现代学校文化整体的性质，是学校教育教学

得以有效进行的重要保证，发挥着管理育人的作用。 

    现代学校制度文化的涵义 

    ——“学校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学校制度”包含狭义的“学校制度”。狭义的“学校制度”是

指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体系方面的规则，它规定了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衔

接和关系。广义的“学校制度”指的是为了指导和约束学校的行为和与学校有关的组织、机构、人员等的行为而制

定的教育法律、政策、规章等成文的规则体系以及学校、学校所在社区中的组织、人员等认可的与学校有关的习

惯、道德标准、风俗等未成文的规则体系。学校制度的作用在于调整学校的内、外部关系，使学校教育有序运行。

学校制度所要调整的内部关系，包括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等关系；外部关系包括学校与政府、学

校与社会等关系。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校长负责制、教师工作规范、学校联系家长制度等。学校制

度是学校教育教学实践的产物，是一个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 

    ——学校制度文化是指学校的组织形式（结构）和存在于学校中现实的正式、非正式制度（规范）的总和，它

反映了学校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制度，如教学制度、教师评价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

和实施上述制度的各种具有物质载体的机构设施以及学校成员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形式、反映在各种制度中的人的主

观心态。学校制度文化往往隐藏在学校的仪式、人际关系、教育观念、课程与知识、教学方法和技术、管理结构、

发展规划、组织形式、目标、传统、习俗乃至心理氛围之中。学校制度文化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学校规

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和丰富。 

    ——学校制度和学校制度文化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学校制度并不必然地成为学校制度文化。

要使学校制度成为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需要相关成员的认同和内化。由于学校制度文化并不都是由学校自身规定

的，因而它对学校来说，起码在起始阶段带有强制性，是一种“外在的文化”，或者说是“纯制度文化”，只有当

这种“外在文化”被学校成员所认可、所接受，从而转变为学校“内在文化”时，才能对学校成员的行为，对学校

教育教学活动产生深层的影响。简言之，学校制度文化就是学校成员所实际遵循的制度（规范）。“制度文化在根

本上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制度的价值判断和对待制度的方式。” 

    现代学校制度文化的功能 

    现代学校制度文化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并通过确定界限、形成秩序、提供预期、营造环境等途径和机制而

对学校成员发生作用。学校制度文化的功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正功能、负功能和非功能；直接功能和间

接功能；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整体功能和部分功能；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等等。其基本功能如下： 

    ——导向功能。即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人们的社会化提供行为模式。导向功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制度通过一

系列规范使人们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以维持社会秩序，保证人类共同生活的正常进行。二是提供社会化的行为

模式。行为模式就是指社会角色模型，即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行为的榜样、准则。如三好学

[日期：2006-02-08] 来源：  作者：官根苗 [字体：大 中 小] 



生、优秀共青团员、学习标兵等。由于制度本身具有可操作性，办学者的办学主张和要求可以通过形成制度的具体

条文使对象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以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学校秩序的良好运行。成熟的学校制度文化具有

激发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作用，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手段、目标具有导向作用，使学校成员激发出潜能、激

情，朝着理想境界不断地努力奋斗；对不符合学校健康发展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具有调节和抑制作

用。 

    ——约束功能。这是由学校制度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校制度文化就是学校成

员所实际遵循的各种规范，这些规范如同无形之网为人们的行为确定了界限，形成和维护着学校的秩序，保证以教

育教学为中心的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学校制度文化体现了社会对学校的需求，表现为国家或社会群体对学校

的期待。学校的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必须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教育法规和一系列政策法令都具有对

学校的强制性规范的特征。如：教代会制度、校务公开制度、领导干部评议制度等。在学校制度中可分为正式制度

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对学校成员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基本方面进行规范和制约。非正式制度具有协商性、

约定性和教育性等特点，往往比学校正规制度更具有约束力和教育功能，内容也比正式制度更广泛、更丰富。这种

非正式制度，更能渗透出文化的育人功能，折射出学校办学理念。 

    ——激励功能。学校制度文化在约束人的同时也激励着人。如果只有约束没有激励，学校制度文化就成了纯粹

束缚人的条条框框。学校的各项规范规定了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

从而划定了一条行为的边界。这条边界标志了学校这个社会共同体认可的行为准则，在界线以内的行为，得到人们

的许可、赞赏、鼓励，超越界线的行为，则受到人们的排斥、舆论谴责等。激励功能主要是通过提倡什么或反对什

么、鼓励什么或压抑什么的规定，借助奖惩条件、群体压力、个人的道德修养等机制得以实现的。比如，学校的奖

惩制度规定了什么样的人（或行为）必须惩罚，什么样的人（或行为）应该奖励，这些规则以及所造成的氛围就会

激励人们的行为朝着一定的方向而不是相反。 

    ——整合功能。制度文化能起社会整合作用。所谓社会整合，就是指调整或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

和纠葛，使之成为统一体系的过程和结果。制度强调的是稳定性与持续性，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制度对协调各种矛

盾，促进群体的和谐至关重要。但制度整合作用过程又可能是利益与权力再调整与再分配的过程，在重新调整利益

分配的过程中，通过新的制度的建立和不断的完善，使各种利益矛盾得以协调和解决，以求得新的平衡。学校是由

众多人组成的集体，思想各异，行为不一，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要少产生矛盾和冲突，必须制定各种制度，明确

各成员的地位和角色以及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调节学校各种利益关系。 

    ——教育功能。学校的各项规范规定着师生员工的言行，为他们的品质、行为、人格的自我评定提供了内在尺

度，同时也对师生品德行为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有什么样的规范，就会形成和强化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建

立和谐统一的规范体系，意味着从学习、生活、娱乐、工作各个方面，鼓励与学校文化相一致的思想行为，使奖励

和惩罚成为学校文化的载体，使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念变成可见的、可感的、现实的因素，时时发挥着心理强化的作

用。换句话说，使管理工作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发挥着教育的

作用。（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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