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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
，面对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我们只有勤于学习、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教育培养的是未来，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的基本单元，理应走在时代前列，在创建学习型组织和
构建学习型社会工作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校长作为办学责任人，应当自觉地成为学习型学校的领头人。
　　2007年7月，杭州市启动了中小学名校长培养工程，以期通过系统深入的研修活动，进一步提升其
政治素质、法治理念、科学精神、人文修养、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教育理念、
致力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教育领军人物，造就一支在省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浙派名校长
团队。
　　一流的城市须有一流的教育，一流的教育须有一流的学校，一流的学校须有一流的校长团队。
三年前，杭州市教育局对杭州市“十一五”中小学名校长高级研修班提出了“跳出本地，站得更高；
走出教育，想得更宽；抛弃功利，看得更远”的要求，就是要推动我们的校长在实践中牢固树立人本
理念，遵循教育“三个面向”方针，在反思和回归的基础上，进行高质量的、直抵教育本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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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是传播文化的场所，文化性是学校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最显著的特性。
具体来说，理想的学校应该是这样的：学校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存在；学校
是一种充满精神感召力的学习型和发展型的文化组织；学校必须是有助于（人）成长的教育组织；学
校是物质环境与心理、精神和谐统一的优质生活空间；学校是管理上松散但文化上紧密的机构；学校
最重要的特点是教师和其他员工的态度和行为，而不是诸如图书馆的规模、校舍的多少等物质条件；
等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学校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现代意蕴　一、学校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　二、国内外
学校文化建设概览　三、新时期学校文化建设的内涵第二章　学校精神文化建设　一、教师精神与培
育　二、学校精神文化建设的实践第三章　学习型组织与教师文化建设　一、学习型组织　二、学习
型教师团队　三、校本培训是建设学习型团队的基本途径第四章　学校价值领导　一、绪论　二、校
长在高品质学校建设中不可替代的神圣使命：价值领导　三、学校价值领导的具体实践第五章　教学
与课程文化建设　一、教学和课程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生命力　二、校长是教学和课程文化建设的
领军者　三、教学和课程文化建设的有效策略一一引领和调控　四、教学和课程文化建设的实施载体
——校本课程　五、教学和课程文化建设的实施途径——主题教研　六、地方特色文化校本课程开发
的实践研究第六章　学校班级文化建设　一、开展小学班级文化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二、基于儿童文
化的班级文化的内涵　三、班级文化建设的模式和原则　四、班级文化建设的实施策略　五、班级文
化建设的成果第七章　生态文化视野中的学校管理新探索　一、新思路　二、新实践　三、新思考第
八章　书香校园建设　一、书香校园建设的意义　二、国内外阅读推广的相关案例　三、书香校园的
内涵　四、书香校园建设的途径　五、书香校园建设的成果第九章　学校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拓宽
学校文化建设的路径　⋯⋯第十章　学校文化建设个案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章节摘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我们今天“以人为本”的观念，即源于中国古人广义的“天人合一”意识。
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意识中，蕴含着生命本体的律动，显示出绵延不尽的生命理性。
　　谈到中华民族历代学校文化建设的发展，似乎难以绕过科举制度。
一般认为科举制产生于隋朝，繁荣发展于唐朝和宋朝，历经元朝、明朝、清朝三代的兴衰演化。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是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官方的正统观念。
科举制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使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科举制度文化激发了人们求学求仕的热情，促进了以儒家经学为核心体系的高等学校的发展，也使科
举考试网罗、选拔官吏的制度成为制定高等学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人才培养目标等的重要依据，
“学而优则仕”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
封建国家通过科举制操纵高等教育的发展，使高等教育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集权统治的实
施机构，起到统一思想认识的作用。
萌发于儒家思想，又被科举考试进一步制度化了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大官场，官
本位思想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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