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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是文化延续的必要条件，中学不只是培养理性和传授知

识的地方，更要承担传承文化和文明的责任，文化是学校的灵魂，离

开了文化本质，所有规范、体制、管理手段及成果不过是僵化的躯体、

骨架、工具和物化形态而已。要想办好一所中学，必须深入挖掘学校

丰富的文化资源，并在继承和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改良。校本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管理和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办学取得成功的关

键所在。 

学校的文化资源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  传统的人文精神 

大凡有一定办学历史的学校，尤其是名校，都有坚强的人文精神，

这种精神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人文是向善的，越是符合民族和人民

的利益，就越人文，就越善。精神是一种气势，是人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没有气势成不了大事，一所学校要想成就一

番事业，必须要靠精神的力量。 

我校经典的传统是“宽容大气”，宽松的学习环境，张扬个性的

教育氛围，强调自主学习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活跃的课堂教学、多样

的社团组织、民主的管理风格及传统的学生活动。当然，宽容并不是

没有原则的放纵，大气也不是对人对事的漠不关心，而是在理智、平

和、信任的前提下，以积极、开放、建设性的心态与意识去关心、呵



护和教育学生。 

在教育管理中，“宽容大气”主要表现在对某些“缺憾”的处理

上。 

有人说，“管理不能有死角”，我认为学校管理要留有“死角”。

发育成长期的学生，总要出现一些令管理者头痛的偏差，使人感到管

理中有这样哪样的缺憾。这些缺憾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很有必要，

因为，“缺憾”为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了真实的氛围，为教育人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 

坏事的存在并不令人担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处于成长期的学生；

急于让校园内的所有坏事都消失，恰恰是值得我们担忧的“创新”，

因为掐住了坏事的命门等于削弱了教育的力量。通过对一件件坏事的

剖析，帮助学生常修为人之德，常思纵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坏事

反而能构建学生成熟的人生。 

我们坚定地要让“宽容大气”的旗帜在杭外新校园上高高飘扬。

因为，这是杭州外国语学校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标志。 

2、  校长的办学理念 

校长是学校之魂，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所好学校也就是一

位好校长的缩影。再好的教育方针，再美好的教育，都需要校长这个

“中介”加以实施。作为校长，必须要有办教育的大思想而不只是办

一所学校的狭隘思想，办教育不能只算计学生的功利价值，而更应关

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办教育不能只看学校今天的、当下的事情，而更

有一种历史的、多维的视野，特别要看到学校发展的方向以及全局性



的意义；办教育不能无条件地顺应时尚与潮流，不是盲从于体制与规

范，而要有脚踏实地的实践能力和不断改革的恒久毅力；办教育不等

于简单化的管理，而是更讲究教育的本质和原则，不能以管理效益论

英雄，而要扎扎实实地按教育规律办事。 

让学生成为终身幸福的人是校长的永恒追求，如何使孩子成为一

个终身幸福的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认为，幸福是与快乐

连在一起的，快乐离不开自由，包括心灵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在学

生为了分数拼命而单调地学习、学业负担十分繁重的现实下，只关注

学生的好分数、只关注有好分数的学生，是创造不了幸福人生的，甚

至会伤害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 

作为校长，需要关注学生的德性、关注学生的多元智能和知识学

习、关注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是一个生命体，不是一

个物化的容器，没有一组参数可以评价一个生命体的成长状态，更不

用说评价哪个是第一名、哪个是第二名了。现在对教育和教育对象的

评价过于简单和主观，广袤的教育领域被简化得只有针尖哪么大，复

杂的生命体被主观地只用一组分数进行评价、排序和预测。 

从某种角度上讲，什么是正确的教育，至今没有解决，教育有基

本规律和规则，但没有适合一切人的教育方法。作为校长，如何引导

教师更多地关注生命体的健康成长、均衡发展，而不只是关注学生的

知识复制，这是教育的灵魂所在。 

3、  教师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就是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认为哪些是好的，在我们的



学校里应该发扬光大；认为哪些是不好的，全体教师不应该去做。在

文化的引领下，逐渐形成并为全体教师认同的价值观为核心的群体意

识和群体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了一系列内在的假定，

一些共同的认识和观念，尽管这些假定和意识没有写入学校的规章制

度中，并不以正式的文本形式出现，但是，它们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我校教师群体中有许多优秀的价值观念，例如热爱和信任学生，任何

一个教师都能以关心学生为荣，学校对学生人本的疏忽会引发教师的

强烈抗议；对工作的投入和敬业的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由于与国外

合作学校的频繁交往，民主治校的意识特别强烈。在行为上也有一些

共同的操作习惯，例如一个外语教师必须在课内外能有效训练学生的

口语，不布置口语训练的外语教师将受到舆论的批评。这些都构成了

我校教师的观念文化。 

有人说，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危险的职业，伟人和罪人都可能在

他的手中形成，这话很有道理。任何一种教育行为都可能产生风险。

一位优秀教师必须在直面教育风险而不是简单回避风险中寻找到自

身的价值。例如，由于有社会不良现象，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相联系

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将学校搞成“真空地带”，回避社会的现实问题，

那更危险。简单认为将学校与社会分离就能培养远离社会不良现象的

书生，然后将不谙世事的学生放大为将来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幼稚

的教育假设。目前的教育现实，需要倡导具有直面教育风险的教师文

化。 

4、  学生的行为习惯 



学生的行为习惯是学校行为文化的集中体现，我校学生可谓高手

云集，这些学生群体独立性和思想个性非常突出，他们更易服从真理，

而不愿服从强权，教育对象这一特点形成了“软约束”的管理文化，

以“达成共识”为先导，靠人本精神而不是强力操纵来实现管理和育

人的目标。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学生更喜欢显现自我而不是简单追

随别人，喜欢创造性的活动并厌恶简单的模拟训练，喜欢自由和辩论

而不会简单盲从教师的指令。 

靠“滴水不漏”的制度、残酷的强权管理来杜绝学生犯错误的学

校，不是真正教育人的地方。教育是为问题而生的，没有问题，就意

味着教育本身出了问题。学校应该研究学生的思想动向和行为习惯，

有针对性对开展教育和帮助活动，及时纠正学生思想、道德、行为中

存在的一些偏差，这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了学

生的问题行为、学生人人都成了“圣人”，这个学校的教育要么是不

真实的，要么是错误的。一个学校如果漠视学生的问题行为、学生人

人都在使坏，这个学校的教育是无能的、没有尽责的。 

我校在引导学生的行为文化方面有一些成功的做法，例如，以合

作者的姿态对待学生的抗议活动，把任何意外的事件都作为育人的机

遇予以把握，充分挖掘学生群体中的优秀教育资源，等等，学生追逐

自由的行为习惯给我们的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学校的文化资源还表现在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等方面，学校的制度隐

含办学的文化背景，学校的环境建设凸显了办学的传统和特色，学校

文化传统还表现在家长、社区和上级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中。如果没



有家长、社会和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一个学校的文化特色是不可

能坚强的。       

学校内涵发展的本质是校本文化的延续和改良，没有文化传统就

没有办学底蕴，要发展一所学校，必须充分了解并深入理解学校的传

统，成功的起点存在于经典和传统中。要善于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探索

真理，在充满矛盾的环境中寻找出路，学校发展过程中核心的矛盾是

文化的冲突，最主要是观念文化的冲突。改变教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

方式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有通过文化的改良，才

能赢得改革的机遇，取得办学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