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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萍、丁玉清、李秀萍、鲍敏、程征、陈永林、宋亚甫、严星林、张

晓玉、王瑞、邢筱萍、范振欢、孙继刚、冯蕊、王叶、张妍、赵建军、

叶翠 

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开展学校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文献研究 

研究伊始，课题组以文献研究为主，界定了在本课题中“学校特

色文化”的含义。从已有研究的众多论述可以概括出，学校文化就是

学校特色，就是学校个性，就是学校品牌。学校特色会形成文化，学

校文化中包含着特色文化，当特色成为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时，特色

就有了永久的生命力。 

课题立项以来，学校文化研究热度不断升温，全国各地诸多学者、

专家都在研究学校文化，广大校长等实践工作者都在发展和建设学校

文化，一时间，学校特色和文化建设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研究热

点。2012 年下半年，课题组在前期文献研究基础上，收集最新的学

校文化建设研究文献，并对主要观点进行梳理，编辑出版了主题为“中

小学学校文化研究”的《教育参考信息》，一方面为海淀区两委一室

领导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供课题组成员深入理解学校文

化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通过文献研究获知,专家学者观点主要有：学校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地域因素、历史因素、英雄人物、神话故

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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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建设有 5个要点：1.找到建设的逻辑结构；2.价值 取

向 正确，其中还包括几个内涵即精准、严谨、品质、优雅。3.向深

度拓展，即学校文化建设要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核，并能进行持久建设。

4.表达方式上应采取当事人视角（教师、学生），并具有感官冲击力，

达到触动人心的效果。5.向广度拓展，应进行 全员、多角度建设，

开拓视野。（北京教育学院李雯） 

凝练学校核心价值体系有 6种方法：明了学校文化的发展阶段；

在事实中寻找和提炼学校的教育哲学；把学校精神文化体系逻辑化；

提炼学校精神；获得合适的概念；以标识传达。（北京师范大学张东

娇） 

学校核心价值观应由“外加” 变成“内生”，引领主体由“少数

人” 变成“所有人”，引领方式由“单一” 变成“多元”。（溧阳市

教育局副局长、江苏省特级教师 芮火才） 

学校文化能够有效提升学校效能。第一，学校文化是共同价值观

指导下的学校成员行为的总和，学校提出的办学理念、价值观、愿景

等一旦为教师所认同并落实到行为实践中，就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

有效地推动学校效能的提升，也能够有效提高教师的内在满意度。第

二，人本导向的学校文化氛围对学校效能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学校

采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关注教师情感需求和专业发展诉求，尊重教

师的主体人格，形成一种和谐的工作氛围，可以有效提高学校效能及

教师的内在满意度。第三，提高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应当成为学校文化

管理的独立价值取向。（北京师范大学徐志勇）。 

必须重视文化对制度及其缺陷“润物无声”的补救：确立科学的

学校制度文化观；合理改造学校组织结构；积极变革制度管理模式。 

（二）对典型初中校发展策略进行个案分析 

采用叙事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分析每所初中学校的特色文化及

形成原因，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初中校发展特色，呈现多所学校的个

性化文化特征和发展策略。 

1. 研究海淀区典型初中校的发展案例。 

2010 年课题立项之时，海淀区公办校有 11 所纯初中校，1 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以纯初中校为核心成员校，兼顾了部分完中校的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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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重点 2011-2013 年，首先以这些学校的办学特色、发展历程、教

育质量等学校系统为研究对象，在课题负责人王建忠主任的领导下，

由海淀教科所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先后开展了万泉河中学、北新

实验中学、卫国中学、育鸿学校、清河中学、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清

华附中上地学校等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梳理和发现学校发展的策

略；同时，也对部分完中校如 105 中学、中关村中学、101 中学、玉

渊潭中学、温泉二中、农大附中等学校的某一方面特色文化进行分析

研究，总结这些学校特色亮点形成的机制和规律。 

2.从区内扩展到海淀区外初中校的案例研究。 

2014 年，课题组在对海淀区初中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参与

了北京初中教育研究分会的校长沙龙活动，将初中校研究扩展到全市

领域，了解昌平、门头沟、东城等区县的初中校发展策略，使得案例

研究范围更大，主题更深入。 

（三）开展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形成过程的调查研究 

2012 年年底至 2013 年年初，课题组编制了针对初中校特色文化

发展的调查问卷，并对部分教师校长进行访谈。从普通教师那里了解

他们所理解和感受到的学校文化。调查内容有校风、教研氛围、年级

组氛围、教研室氛围、对办学理念的理解与践行、对校训的认同度、

对学校的归属感、对学校文化的主观描述，以及影响办公室文化的主

体因素等。共向 7所纯初中校和 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发放了 103

份调查问卷，收回 93 份，有效 93 份。同时，对部分学校校长和教师

进行了访谈。据此问卷调查和访谈，写出了《海淀区初中学校特色文

化发展状况调研报告——基于对海淀区 8 所初中校教师的调查分析》

作为阶段性成果，在海淀区教科所学术会议上交流。 

（四）对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策略进行总结 

在文献研究和初中校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经验总结法，将个

案群体进行深入考察，探索基础薄弱初中校特色文化建设的普适性策

略，聚焦初中校发展的共同特质，总结其发展的普遍规律，课题组梳

理了关于初中学校发展策略的理性思考，梳理出初中校发展的一般性

策略 7种，并提出影响初中校特色发展的不利因素和初中校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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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本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北京初中教

育》杂志 2013 年第 2 期。 

（五）开展初中校特色文化发展的行动研究 

课题立项以后，海淀区参与了联合国儿基会和教育部的合作项目

“爱生学校建设”。该项目通过落实联合国儿基会提出的“以儿童为

中心”的项目理念，从“全纳与平等”、“有效的教与学”、“安全、健

康与保护”、“参与与和谐”四个维度，全面诊断学校发展现状，并对

照中国爱生学校标准，进行学校实践改进研究。海淀区共有 24 所中

学参与了这一项目。组织学校采用行动研究的基本范式，遵循“发现、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制订解决方案—实施方案—评估实施效果—

发现新问题”的基本过程。 

在项目推进实施过程中，借助于初中校联合体活动，行政、科研、

教研等部门合作，开展专题研讨活动,每学期安排一所成员校召开交

流展示会。各校根据自己的优势资源，选择自己的发展策略，形成本

校的文化特色。北新实验学校、上地实验学校、育鸿学校、上地中学、

温泉二中、中关村中学、万寿寺中学、清河中学等一批学校，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学校文化，体现了项目实施引领学校文化生成的作用。 

二、结论与对策 

据《海淀区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初中学

校特色文化发展现状为：初中学校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关系和谐；大

部分教师理解学校办学理念，能够在工作中积极践行；大部分教师在

学校找到了归属感；教师对教研组团队组织氛围、办公室小环境的感

受不尽相同；教师影响组织文化建构的主体作用凸显，个人在团队建

设中能发挥积极作用；教师对学校精神文化的体认非常具体，典型事

件对教师文化心理认同会产生重要影响。 

海淀区初中校大都形成了比较和谐、开放的氛围，师生关系普遍

较好，教师敬业乐业、认真负责。因而，针对海淀区初中学校文化建

设，提出几点建议：（1）发挥初中校积极和谐的组织氛围，发扬敬业、

奉献的工作精神，将内隐的文化发扬光大；（2）植根于初中校已有的

文化土壤，保持务实、朴素的教学风格，为初中校发展积淀内涵与特

色；（3）进一步在教师中普及办学理念，让核心价值观成为初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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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追求，突出初中校脚踏实地、行胜于言的学校文化；（4）领导

班子加强对师生的情感投入，形成一种激励上进的组织氛围，使初中

校彰显出教育的人文精神。 

课题组在透视学校发展个案的基础上，从文化建设实践过程出

发，分析初中学校特色文化中的核心要素，针对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内

容，总结梳理了学校特色发展的普适性策略：历史积淀和传承；学校

诊断和评价；问题解决和经验固化；科研项目的实施；发挥地域资源

优势；默默耕耘，守正出新；学校兼并和文化移植等七种发展策略，

供初中学校在发展中选择采用。 

在大量的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基础上，课题组经过讨论，提出了

影响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1）教师待遇不均衡对初中

学校发展形成一定制约；（2）长期形成的初中相对薄弱难以在短期内

消弭；（3）初中学校特色文化难以固化和持久；（4）学校共同体成员

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受到忽视；（5）校长的更换对学校文化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以文化建设为引领，对初中学校特色文化进行挖掘和梳理，在学

校层面，课题研究思想的深入以及方法的指导，都对学校特色文化发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课题校呈现出一些可见的

变化：1.学校文化：从注重口号向注重行为转变；2.课堂教学：由“教

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3.育人环境：从“成人视角”向“儿

童视角”转变；4.学校管理：从少数参与向广泛参与转变；5.区域成

效：以爱生学校项目实施促进海淀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三、成果与影响 

（一）调查得出海淀区部分初中校精神文化发展现状，并提出相

关建议。 

2012 年 12 月—2013 年 1 月期间，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 8 所

初中校 103 位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主要结论有：初中教师认为，学

校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关系和谐；大部分教师理解学校办学理念，能

够在工作中积极践行；大部分教师在学校找到了归属感；教师对教研

组团队组织氛围、办公室小环境的感受不尽相同；教师影响组织文化

建构的主体作用凸显，个人在团队建设中能发挥积极作用；教师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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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精神文化的体认非常具体，典型事件对教师文化心理认同会产生重

要影响。 

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几点建议：（1）发挥初中校积极和谐的组

织氛围，发扬敬业、奉献的工作精神，将内隐的文化发扬光大；（2）

植根于初中校已有的文化土壤，保持务实、朴素的教学风格，为初中

校发展积淀内涵与特色；（3）进一步在教师中普及办学理念，让核心

价值观成为初中教师的自觉追求，突出初中校脚踏实地、行胜于言的

学校文化；（4）领导班子加强对师生的情感投入，形成一种激励上进

的组织氛围，使初中校彰显出教育的人文精神。 

（二）分析了学校文化建设途径，总结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策略。 

分析了十余所初中校的发展特色和文化形成因素，分别形成了学

校特色文化发展的典型案例。 

北京市卫国中学形成了基础教育的“淡定与从容”的文化特点；

北京市育鸿学校形成了“蓝天教育文化”特色；北京市第 105 中学在

长期办学历史中，求真务实，按照自己的节奏办教育，形成了“崇尚

蜗牛精神”的文化特色。 

（三）提出了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的普适性策略和不利因素。 

课题组在透视学校发展个案的基础上，从文化建设实践过程出

发，分析初中学校特色文化中的核心要素，针对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内

容，总结梳理了学校特色发展的普适性策略：历史积淀和传承；学校

诊断和评价；问题解决和经验固化；科研项目的实施；发挥地域资源

优势；默默耕耘，守正出新；学校兼并和文化移植等七种发展策略，

供初中学校在发展中选择采用。 

在大量的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基础上，课题组经过讨论，提出了

影响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1）教师待遇不均衡对初中

学校发展形成一定制约；（2）长期形成的初中相对薄弱难以在短期内

消弭；（3）初中学校特色文化难以固化和持久；（4）学校共同体成员

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受到忽视；（5）校长的更换对学校文化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四）探索了初中学校亚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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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诸多亚文化构成要素中，以办学理念为统领的学校核心价

值观、校风、校训、组织氛围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

制度、资源、管理、课程、教学、班级建设等，则会反映学校文化的

基本特点。因而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以具体领域的变革和研究为载体，

形成学校课堂文化、课程文化、班级文化、教研文化等若干亚文化特

征。 

初中学校亚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基本途径有：（１）营造开放

合作、尊重差异的课堂文化；（２）建构积极向上、自主管理的班级

文化；（３）建设体现学校特色的课程文化；形成合作共进的教研文

化。 

课题研究产生的影响： 

1.学校文化：从注重口号向注重行为转变 

2.课堂教学：由“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 

3.育人环境：从“成人视角”向“儿童视角”转变 

4.学校管理：从少数参与向广泛参与转变 

5.区域成效：以课题研究促进海淀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四、改进与完善 

1.对初中学校文化及亚文化研究不够系统 

学校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既包括可见的环境文化，又包

含隐性的精神文化，既有可言说表述的制度文化，又有无形中影响师

生的观念文化。那么，这几大系统是什么关系？这些子系统之间是如

何相互作用进而形成各种学校文化的样态？在每一个子系统中，又有

若干的亚文化因素，如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干部文化、校长文化等

等，尚需纳入研究。 

精神文化是一所学校文化的核心，但是我们对于精神文化的研究

不足。办学理念要成为学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观，需要怎么的条件和路

径来实现？再者，学校文化（尤其是制度）受校长影响最大，新校长

上任经常会改造学校的物质环境，重新制定学校的管理制度等，因而，

教师、学生、职员在学校文化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到底如何体现？

这也是现阶段本课题无法涉猎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学校特色文化

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待于下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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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动研究过程不够严密 

本课题中也采用了行动研究的方法，借助于爱生学校项目，诊断

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环境建设等全方位领域的问题，因而，针对学校

文化建设的行动策略不够聚焦，过程控制不够严密。 

3.对初中学校发展案例的研究缺乏动态跟踪 

本课题研究较多采用的方式是初中学校发展策略的个案研究，但

是只研究了不部分初中学校，尚未进行全面的研究。在已研究的学校

中，由于精力和人员有限，也未能对这些初中校发展的特色文化因素

进行系统研究，有的仅限于某一个突出的方面。这也导致了研究的深

度不够。另外，两三年前对学校所作的分析，没有逐年跟踪，考察学

校特色文化的变化情况和影响因素。 

五、成果细目 

1.《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策略研究报告》 

2. 《关注区域差异  提高教育质量  》 

3.《试论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策略》 

4.《践行“爱生学校”理念  促进发达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爱生学校”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5.《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案例分析》（11 篇） 

 6.《 海淀区初中学校特色文化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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