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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学校管理中，学校文化建设是首要的问题。没有文化的学校是没有生命力的学校，更不可能是一所品

牌学校。为了更好地发挥学校文化的育人功能，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立足学校实际，根据学校发展特点，

在精神文化塑造、制度文化构造、行为文化锻造、环境文化打造上下功夫，走出了一条文化强校的特色

之路，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也为其他学校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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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chool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culture is the primary problem. A school 
without culture is a school without vitality, let alone a brand school.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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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unction of school culture, Feicheng No. 6 Senior High School,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
tion of the school an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has made great 
efforts in shaping spiritual culture,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culture, forging behavioral culture 
and creating environmental culture, and has gone out of its way to streng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and promote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It also provides a good ex-
ample and reference for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other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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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转引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

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和力量源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反复强调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做出许多深刻阐述。 
学校是一个生态系统，文化充盈在整个系统之中，与整个系统融为一体。学校文化是一种传统、风

气和氛围，是一种行事的准则，虽然无声无息，却能对每一个置身其中的学生和教师产生深刻影响，塑

造着人的思维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1]。 
学校文化建设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灵魂，行为文化是

关键，制度文化、环境文化是保障。精神文化包括办学理念、校训、校歌、校徽、教风、学风等，制度

文化是为实施精神文化的各项制度保障，行为文化是办学理念落地的主要路径，环境文化是学校文化的

外在表现。积级向上的学校文化能让师生齐心协力实现共同成长，消极的学校文化会让师生丧失斗志[2]。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创建于 1999 年 9 月，多年来，学校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用文化经营学校，

以文化为学校发展筑基立魂，从“文化立校”的战略高度，努力打造精品校园，走出了一条文化强校的

品牌之路。学校先后荣获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山东省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山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山东

省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山东省文明校园、山东省绿色校园、泰安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泰安市书香校园

等荣誉称号。 
下面，就以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为例，探讨一下学校如何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在以下的论述中，“我

校”专指“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2. 加强学校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 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是立德树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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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

新态势，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我们要培养道德健全的人。立人

先立德，这是亘古不变的命题。学校文化建设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

践教育各环节，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增强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综

合素质等，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3]。 
(二) 加强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内在需求 
针对部分师生在个人成长发展中存在着内驱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应着力提高师生对学校文化建设的

认识和理解水平，发挥学校文化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引导学校师生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群体精神，

进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用文化软实力提升学校品质，使学校成为师生发展和成长的乐园，

实现文化铸魂、文化育人、文化立校的目标。 
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创建“书香校园”，通过多渠道、深层次的宣传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强化师生

的读书意识，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在书香浸润中，涵养大气，摒弃教育的短视化、功利化，营造知书

达理、好学求进的学校文化氛围。 
推动作风建设，开展“年度星级教师”评选活动，从备课、学案制作、深度思维、高效课堂的构建

等教学环节再强化、再规范、再提升，引导全体教师发扬“忠诚担当、事争一流、艰苦创业、奉献教育”

的工作作风；开展“优秀学习习惯专项评比”活动，引领青少年学生勇担使命，锐意进取，培养“争先

超越、惜时拼搏、深度学习、沉淀反思”学习品质。师生同心，教学相长。 
(三) 加强文化建设是对学校原有文化基础的丰富完善 
我校拥有雄厚的文化基础，建校 24 年来，在栉风沐雨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诸多优良传统，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的优秀毕业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教育工作者，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历届

领导班子始终秉持“全面发展，德育为先”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建设富有个性特色的校风好、教风正、

学风浓、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美好校园，这是我校文化建设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期待，结合学校实际，进一步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坚持走文化引领，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路

子，是当前学校发展的重要内容。 

3. 学校文化建设的目标与思路 

(一) 建设目标 
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宗旨，突出建设现代化、

规范化、特色化、高质量的区域性知名学校，打造忠诚担当型、书香浸润型、安全文明型、绿色生态型、

信息智能型、质量满意型“六型”校园。 
坚持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以制度文化建设为保障，以环境文化建设为载体，以行为文化建设为

标尺，在党建统领下，通过“精神文化塑造、制度文化构造、行为文化锻造、环境文化打造”，建设校

风正、教风好、学风浓、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美好校园。 
使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有提升、制度文化建设有特色、环境文化建设出精品、行为文化建设出模范。

建设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打造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 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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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全面推进学生、教师、学校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为重点，

着力打造“一统领、五融合、五推进、六打造”的“1556”工程，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1、精神文化建设 
抓牢意思形态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自觉融入个人学习与生活之中；以师德师风建设端正教风，建设勤奋努力、积极向上、乐于探究

的良好学风，形成团结友爱、和谐健康的校风；传承并发展我校的发展愿景、办学目标、推进策略和实

施途径，总结、提炼学校精神。 
2、制度文化建设 
科学构建学校精细化管理体系，做到用优质的制度管理，对各项工作安排进行整体规划、分线管理、

分块落实、责任到人；通过奖惩确保制度的高效执行，用机制办事，促进“文本化”制度文化向“人本

化”制度文化的迁移。 
3、环境文化建设 
建设承载历史和人文底蕴的校园景观，集中打造“一坛三园”，不断提升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的层次

和品位；建设学校功能区特色文化标识，突出打造内容丰富、积极向上的班级、宿舍和校园文化园地；

加强校报、校刊与学校网站建设，丰富黑板报、电子屏、宣传窗、宣传板、广播站等育人功能。 
4、行为文化建设 
以“年度星级教师”、“年度星级学生”评选为手段，在全校倡导文明风尚，树立模范；全方位、

全时段落实行为监督纠察机制，发挥班委会、团支部、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的作用，改良学生日常行为，

培养学生良好习惯；举办座谈、讲座、演讲、比赛等活动，增加师生规范意识，提高文化素养；深入探

究学生自主学习，深度探究，教师精彩讲解，师生教学互动，开展高效课堂打造活动。 

4.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创新点 

(一)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解决不良文化思潮对学生的影响 
21 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面对着西方世界对思想意识的冲击、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宗教主义的渗透。只有坚守学校文化建设的阵地，加强文化引领，才能为学生

成长赋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为党育才，为国育才的目标。 
2、解决学校发展信心不足的问题 
在部分教师和学生中存在唯基础论和唯生源论的思想，导致信心不足。为此，学校必须坚持文化自

信，用文化建设的认同感统一学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用文化建设的力量凝聚内驱力、推动师生在文化

认同和文化凝聚中奋然前行，用文化建设恒久力推动师生在学校发展中攻坚克难，全面落实发展战略。 
(二) 创新点 
1、学校文化建设与学校工作高度融合 
实施党建统领，形成浑然一体的学校文化建设体系；完善制度，一岗多责，做到人尽其才。 
2、学校文化建设与新高考、新课改的融合 
改变教学方式，深化课堂改革。“深度学习、思维拓展”型课堂的打造全面提升了师生“高效教、

有效学”的教学效益。 
3、学校文化建设与家庭文化建设相融合 
拓宽育人途径，丰富育人载体，多渠道构建“家校合作、携手共进”的育人模式。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44


荣洪文，李雪松 
 

 

DOI: 10.12677/ae.2024.141144 943 教育进展 
 

5. 进度安排和措施 

(一) 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学校文化建设总体方案和三年发展规划，全面启动学校文化建设活动。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全面开展实施项目，定期进行阶段性小结，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补充和完善，及时调整策略，保证

项目顺利进行。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 
总结研究成果，自查项目研究是否达到目标，做好项目总结，整理和完善研究成果。 
(二) 措施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学校文化是学校赖以生存的根本，发展的灵魂，是聚人心、展形象、提效益的重要方式。全体教职

工高度重视，把思想自觉统一到学校文化建设行动上来，增强主人翁意识[2] [3]。 
2、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建立学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形成校长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合力抓的工作

机制。领导小组既制定学校文化建设总体规划、实施细则，又分工负责学校文化建设的统筹、检查、督

促和落实。根据目标任务，明确各处室的职责，确保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3、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四维度发展  
(1) 精神文化塑造 
凝炼学校精神。树立现代化办学理念，规划学校愿景，明确办学目标，凝炼“六中精神”。制定学

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围绕办学理念、校风、学风、教风、校训开展教育活动，使师生人人了解、熟记和

践行其内涵，弘扬学校精神。 
增进文化认同。实施“1556”推进工程，坚持党建统领，实现五大融合，推进五大提升，打造“六

型”校园。秉承“天下为己任，规矩成方圆”校训，努力打造“忠诚担当、书香浸润、安全文明、绿色

生态、信息智能、质量满意”校园。 
锻造师德师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塑师德、筑师魂、强师能，培育和营造良好的

治学氛围和科学精神。在教师中开展以敬业爱岗、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加强学术文化建设，鼓励教师开展教育科研，培育教师“忠诚担当、事争一流、艰苦创业、

服务教育”的工作作风。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教、德艺双馨，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唱响社

会主义中国红，强化意识形态管控，注重家国情怀培养。 
培育时代新人。围绕“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六方面

育人目标，坚持全面发展、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学校工作全领域、全过程，以理

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道德规范教育为基础，开展德育系列教育活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赓续红色血

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引导和帮助学生做到知行统一，丰富文化修养，提升文明程度，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发挥示范效应。逐渐形成务实、创新、担当的组织文化。学校领导班子始终能以积极的精神面貌带

领学校发展，在学校领导和教师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营造平等和谐友善的校园人际氛围。及时发

现师生中的好人好事，聚焦教学、学习、活动等先进中的光辉点，建设光荣榜、四德榜，营造积极向上、

争先创优的舆论氛围，发挥榜样的示范和带动效应，促进学校精神文化的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44


荣洪文，李雪松 
 

 

DOI: 10.12677/ae.2024.141144 944 教育进展 
 

(2) 制度文化构造 
制度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内在机制，包括学校的传统、仪式和规章制度，是维系学校正常秩序必不

可少的保障机制，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保障系统[4]。 
科学构建精细化管理体系。将学校管理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分线管理、分块落实、责任到人，形成

校长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合力抓的“1-7-15”工作机制。 
建立和完善各类管理制度。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逐步完善党群工作、行政工作、人事管理、教

学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保障等各类规章制度，“刚性制度”和“人文关怀”有

机结合，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保护和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强化制度创新，完善教师评价考核机

制，构建多元开放、科学合理的导向机制，促进学校管理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推动学校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倡树清风正气，产生“头雁效应”；

严格师德考核，突出师德激励，强化师德监督，在教师培训中开设师德教育课程，用优秀教师的感人事

迹诠释师德内涵，引导教师自觉提高师德修养，争做学生爱戴敬仰的品行之师、学问之师；启动实施“卓

越教师培养计划”，构建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保障教师地位，提升教师职业声望，加大表彰奖励力

度，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持续发展。 
完善管理与监督机制。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三重

一大”事项决策制度，坚持党务、校务公开制度，规范决策过程和工作程序；坚持和完善教代会、团代

会制度，发挥其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实行民主办学。让教职工参与学校决策，在评优树先、职称评聘、干部选聘积极发挥教代会的作用，

做到有规可依，照章办事；让学生参与校园巡查、纪律监督、文明劝导等学生管理活动，引导学生自我

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发挥好主人翁的作用；成立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让家长参与学校监督

和学校管理，服务学校发展，强化家校共育，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3) 行为文化锻造 
行为文化是师生在学校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积淀，这种行为方式体现着人

们的价值观念取向，重点包括课堂教学、特色课程、管理文化。优化学校行为文化，共建和谐美好校园，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4]。 
① 教师层面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聘请教育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组织校内优秀教师举办专题沙龙、观摩研讨，

开展校本研究和教育教学创新活动，开展师德模范评选、星级教师评选、校内优质课评选、课型立标达

标等活动，积极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开展高效课堂打造活动。通过大教研组积极研讨，结合学校立标、定标活动，围绕教和学两件事，深入

探究学生自主学习，深度探究，教师精彩讲解，师生教学互动，在教学时间、教学任务量、教学效果三个要

素方面抓突破，实现“轻负担，低消耗，全维度，高质量”的教学目的。深化课堂改革，转变教育学的方式，

以打造“深度学习、思维拓展”型课堂为载体，构建“学得自主、思得深入、讲得精彩”的课堂文化。 
② 学生层面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制定《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1456”德育工作方案》和《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全环境立德树人活动方案》，按照思想引领、氛围创设、课程核心、主题渗透、活动结合的思路，加强

对学生主题教育，坚持德育教育课程化、主题化、系列化、活动化，搭建学生成长平台，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利用国旗下讲话、广播站、电子屏、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开展宣传教育；利用重大节日、

德育基地、社会实践活动基地等教育资源，开展主题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打造“赓续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的红色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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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特色文化活动。以读书节、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戏剧节、运动会等活动为主线，大力开

展生动活泼的学校文化活动，营造寓教于乐的学校文化氛围。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通过活动、

实践与体验，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助推学生全面发展。 
(4) 环境文化打造 
学校环境是展现学校文化和体现办学理念的重要内容，通过具体的符号和环境文化来传达和塑造。

我校本着人性化、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原理，加强顶层设计，突出“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办学

理念，打造“生本教育”校园生态，构建艺文结合、动静结合、学思结合，全参与、全时段、全领域，

既思静又灵动、既丰富又高雅的校园文化系统[4] [5] [6]。 
浓厚文化氛围。校园实施绿化、美化、硬化、净化、亮化“五大工程”，让每片绿茵都育人，让每

块墙壁都说话；精心打造校园广播站、黑板报、电子屏、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加强宣传浸润

教育；建成传统文化长廊，张贴名言名句，解读传统文化；校园灯柱悬挂“五常”、“六艺”传统文化

道旗，引导师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打造文化殿堂。教学楼内悬挂名言警句、张贴高中必背古诗文 72 篇(首)，宿舍楼内倡导“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的知行文化，餐厅内张贴以节水、节电、节粮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标语，使学生耳濡目染、

熟读成诵。各班制定班级公约，打造优良班风、学风，形成班级文化。通过多渠道、深层次宣传浸润，

营造浓郁的文化育人氛围，让校园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和心灵的栖息地。 
优化外部环境。巧妙设计校园景点，对室外自然园区进行规划，建设“一坛三园三广场”，“一坛”

即杏坛，“三园”即三省园、春华园和秋实园，“三广场”即明天广场、升华广场和海豚广场；花草树

木布局错落有致、疏密合理，做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创造绿色生态景观，营造浓

厚文化气息，丰富文化内涵，使师生置身于其中就可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激发灵感、启迪智慧。 

6. 取得的成果 

通过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开展，提升了我校规范管理层次，打造出注重人文关怀的学校管理模式，

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实现整体提高；学校文化建设逐渐向个性化、特色化转变，学校文化内涵品味

不断提升，已初步建设成为现代化、规范化、特色化、高质量的区域性知名学校，成功实现了打造“六

型”校园的初衷。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促进我校广大教师素质提升、专业成长和实践经验，实现由“经

验型”向“学习型”、“科研型”转变，建设一支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打造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的开展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持久而深远的育人功效，使学

生的行为习惯和文化素养有极大改善与提升，实现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综上，优化学校文化建设，可以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学校管理服务、教育教学工作、学生全面发展

及干部队伍建设深度融合。在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中，广大教师的教育理想和信念得到提升，专业水平

与教学技能得到提高，并转化积淀为自己的综合素养和创造能力，也影响和带动学生的提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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