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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实现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转换 

    学校教育是一种公共教育形式，学校文化建设对人的“文化化”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呼吁自主创新的现实要求下，学校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实

现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根本转换。  

    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学校文化模式  

    教育中，人是理所当然的主体，是教育的核心，也自然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但在现存的学校文

化模式中，这个主体却处于“为物服务”的客体地位。具体说表现在三个方面： 

    ——精神文化层面。正如靖国平在“论受过教育的人”一文中指出，当前学校教育领域严重存

在的教育工具化倾向，正“诱使教育偏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学校普遍关注的是

“器物之教”“技艺之教”，而忽视学生的发展、精神生活的充实与生命境界的提升，致使原本属

于人的教育反而被边缘化。近些年来，教育界大力倡导人的独立、创造、进取、平等、民主等品质

的培养，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在一个没有主体地位或一个缺乏主体性的人身上，这些品质何以生

成？ 

    ——制度文化层面。人服从于制度，而不是制度为人服务。“这就是规定！”这是我们在学校

经常听到也不时说给别人听的话。 

    ——物质文化层面。设备第一，人第二。应当承认，学校强调教育硬件设施的拆旧换新或更新

换代本身并没错，但目前学校却一味地追求校园设施的所谓“宏大”“气派”“现代”，而忽略了

原本应该蕴涵于这些硬件设施中的教育价值与人文意义，人仿佛生活在荒漠中一般。 

    应该说，形成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校园文化并不是某几个人的过错，它与人类历史

中两次大的思潮有关。一次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重“神、自然”，而轻“人”的思想传统；

另一次是进入科技大发展时期后，重“技术、工具”，而轻“人”的思想潮流。中国的校园文化曾

长期受这两种思想的影响，因此会出现“人服务于物”的现象。但如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

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学校教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国家正在呼吁“自主创新”，试

想，如果没有人的发展又何来“创新”，物是不可能自己创造自己的。所以，建设“以人为本”的

现代学校文化已刻不容缓。  

    以人为本的现代学校文化模式  

    立足于中国社会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深层问题和目前学校教育的发展水平，学校教育的衡量标准

只能是人自身的发展。无论是学校的物质建设，学校制度改革，课程与人才培养模式，归根结底都

要服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的平等交往，这是现代学校文化模式蕴涵的最根本价值。以此为基

础，我们应当根据这一根本尺度，将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确立为现代学校文化模式的主导文化精

神。具体表现在学校文化的三种成分上： 

    ——精神文化层面。从与传统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凭借习俗、经验、常识、习惯的重复性实践和

重复性思维转向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凭借人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

和创造性的实践和思维，从无视人的生命价值、意义转向重视人的发展、精神生活的充实以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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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的提升，从知识授受转向知识启蒙和知识创新，从追求玄学、崇尚权威转向追求真理、崇尚科

学，从控制服从转向民主平等，从保守封闭转向开放合作。 

    ——制度文化层面。从基于血缘、宗法、情感的传统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转向基于理性、

人道、民主、法制的现代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从基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天然情感关系的

人际交往转向基于理性、人道、平等、民主的人际交往。 

    ——物质文化层面。从传统的偏重伦理政治教育转向注重科学技术教育，从单纯注重外在于人

的硬件建设转向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物质要素，从单纯追求校园建设的审美价值转向注重校园环

境的育人价值，要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本  

    学校文化建设应立足于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立足于理性与人本的主导文化精神，从学校文化的

整体性入手，建立现存学校文化的重建机制，从而为现代学校文化建设和全体师生创造适合的生存

与发展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诸多消极文化导致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学校的管理，都缺乏创新精

神，其基本行为模式是经验模仿。要使学校教师和学生从传统主体转向现代主体，必须求助于理性

和人本这两大基本精神。强调理性精神，就是使个体不再满足于自在的“是什么”，而是以“为什

么”和“应如何”的自觉态度来对待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强调人本精神，就是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意

识、参与意识和创造性，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活动的目的和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尺

度，从而赋予人的活动以自觉的价值内涵。 

    学校文化的转型与重建，还必须剔除现存学校活动领域中的经验、情感、习惯和非人性化等自

在因素，确立起理性、人道、民主、法治的现代学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以理性对抗经验，以法

制对抗人情，以民主对抗专制。这不仅有利于克服经验、常识、情感等因素对学校教育与管理活动

的侵蚀，而且从体制上鼓励和培养师生的参与意识和首创精神，从而为学校现代主体的生成提供适

宜的条件。 

    对于广大师生的文化启蒙和价值重塑，还必须在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层面上下功夫，

通过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深刻的学校重组，使广大师生接受自由自觉的、积极进取的生存方式，使学

校充满活力。所谓学校重组是指学校的评估制度、岗位编制、教师流动和学校管理体系、教职员工

的职位、社会地位和晋升渠道、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方面的根本性调整、改变和重新组

合。现代学校要求打破传统的僵化和封闭状态，使所有人都站立在同一起跑线上，根据自己的智慧

和才能，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创造力的开放空间中，用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来确定自己的成就、地位，

重新组合人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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