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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教育是传递和保存社会文化的重要手段，作为人类文化核心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
方式等，都必须通过教育贯穿到人的培养过程中，在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认识中得以保存。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也是一个文化育人的过程。
　　当今许多学校办学存在一个通病——缺少“文化自觉”意识：学校领导没有文化视野，缺乏自觉
审视、自我发展的眼界；教师文化底蕴不深，缺乏文化教育的影响力；学生文化滋养不够，沦为了知
识的“容器”，不被呵护的心灵日渐“枯竭”。
因此，教育需要文化自觉，呼唤文化立根，期待文化育人，这不仅是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
大课题，也是学校教育所必须承担的文化传承使命。
如何来完成这种使命，如何通过发掘学校文化所蕴含的教育力量来实践“文化育人”的思想，业已成
为学校教育转型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个实践课题。
　　零陵中学是徐汇区一所体育特色学校，学校击剑队曾获得“全国高水平运动队”、“国家级体育
传统项目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
多年来，学校一直致力于探索将特色项目转化为学校办学特色，让击剑运动中所蕴含的体育精神化为
全校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2009年，学校成功申报了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高中特色专项课题——《以击剑文化引
领学校内涵发展的研究》（GHB093274），这是学校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契机。
零陵中学的击剑文化，一言以概之，就是将学校师生“精、气、神”的全部凝集于以“搏”为核心的
学校精神中。
击剑文化之所以拥有引领零陵中学内涵发展的教育力量，不单缘于其自身积淀下来的校史文化，而且
由此而延展到自身对教育的理解思考、管理理念、特色育人、师生行动等多种文化形态。
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零陵中学就在全国的击剑比赛中获得殊荣，经过近四十年的积淀，“铸剑
树人”的育人理念已经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校园之中。
可以说，以击剑文化引领的学校内涵发展，其本身就是零陵中学一种教育情境的优化和育人氛围的创
设，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自课题立项正式启动以来，学校不断完善课题方案，投入实践研究，力求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
周期内，抓住文化引领这根主线，从“特色办学、文化育人”的视角审视自我、突破自我、发展自我
。
透过这本承载着零陵中学全体师生实践智慧和教育理想的书，我们可以看到，零陵中学的“特色办学
”，是基于已有的办学经验，从对自己学校教育的定性、定位及功能审视出发，确立符合校情特色、
生情特点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和发展战略。
零陵中学的“文化育人”，是基于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的再认识，重新整合学校教育文化资源
，以崇高的理想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先进的文化熏陶人，从不同层面实现“多元开发、
全面育人”。
如果再步入零陵中学的校园，你更能体会，这里的校园环境，彰显着学校的精神、灵魂、品质；这里
的实践探索，凝聚着学校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精髓；这里的教育氛围，激发着人的美好愿景和发展
潜能；学习和生活在这所学校的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感受着文化对于自身成长所带来的正能量，一种
追求发展幸福的正能量。
　　教育，如果离开了文化的孕育，缺失了精神的润泽，即便设备再先进、建筑再美观，都会黯然失
色。
作为整个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不仅要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更要影响学生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
一所学校要在内涵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必须关注文化对师生素养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学校教
育改革的重要路径。
感谢零陵中学在变革时代的主动发展，他们的成功经验让我们对打造特色学校、践行文化育人有了更
加坚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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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衷心期望有更多的学校能重视和发掘自身文化的教育力量，让“文化”成为滋养学校教育的重要养
分，让学校因为文化的浸润而“根”深“叶”茂。
　　徐汇区教育局局长庄小凤　　201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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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是传递和保存社会文化的重要手段，作为人类文化核心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
，都必须通过教育贯穿到人的培养过程中，在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认识中得以保存。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也是一个文化育人的过程。
　　当今许多学校办学存在一个通病——缺少“文化自觉”意识：学校领导没有文化视野，缺乏自觉
审视、自我发展的眼界；教师文化底蕴不深，缺乏文化教育的影响力；学生文化滋养不够，沦为了知
识的“容器”，不被呵护的心灵日渐“枯竭”。
因此，教育需要文化自觉，呼唤文化立根，期待文化育人，这不仅是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
大课题，也是学校教育所必须承担的文化传承使命。
如何来完成这种使命，如何通过发掘学校文化所蕴含的教育力量来实践“文化育人”的思想，业已成
为学校教育转型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个实践课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的教育力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