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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来，学校文化建设持续升温，既形成

了可观的理论成果，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

不可否认，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简单复制和盲目跟

风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办学者

缺乏文化引领力，导致文化建设能力不够、动力不

强、定力不足。文化引领力既是一种观念，也是一

种行动。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学校文化是社会文化

提炼、整合的表现。因此，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

学校文化，有利于提升办学者对学校文化的认知水

平。在此基础上，还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

明确学校文化建设的方向，增强办学者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建设行动力。

一是功能主义视角。功能主义认为文化和社

会是一个整体，二者同处于一个统一的系统，是互

相依存的关系。要理解文化的组成要素和功能，必

须用一种整体的思维。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学校

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

且需要存在，是因为学校文化承担着某种重要的社

会功能。由此可见，学校文化的产生及其功能要从

学校价值的角度进行思考。学校的根本价值是文

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学校和学校文化功能可以

合为一体，两者皆具有导向作用、规范作用、筛选作

用、激励作用、凝聚作用和塑造作用。学校的文化

价值在于“以文化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于

先让人成其为人，再将人塑造或改造为适应社会的

人。为了人文、基于人文、彰显人文是学校文化建

设的第一要义。功能主义视角可以让我们学会追

本溯源，厘清学校文化是什么，学校文化为什么。

简言之，就是认识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本质。理念层

面的认识实则是一种思想力量，而文化引领力就是

靠思想力量驱动的。

二是冲突论视角。冲突论认为，社会系统的各

子要素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文化要素，不同

文化要素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方。就学校这一小社

会而言，学校文化需要变革的理念与现实的文化之

间必定存在冲突。组织文化、教师观念及习惯、师

生关系等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学校变革的推进。

冲突论的视角可以引导办学者对现状作出科学诊

断，明晰学校文化境遇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简

言之，就是找准差距和可提升之处。一般而言，学

校各成员大都存在文化惰性现象，习惯原有文化，

且原有文化与推动变革所需要的新文化之间容易

产生冲突。具体存在于如何看待人以及培养什么

样的人上。传统学校文化较多地表现为封闭的工

厂型文化、竞争性文化、疏离性文化。这些文化与

时代发展、教育改革的要求相距甚远，必将被开放

的现代型文化、合作性文化、对话性文化所取代。

在这个时代，不少人习惯用“理想很丰满，现实

很骨感”来自嘲。确实，从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视

角来观察和思考学校文化建设，可以发现，与时代

要求不适切的文化惰性现象普遍存在。其中既有

学校内部文化建设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态势和

要求之间的落差，也有学校内部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失衡。只有认清学校文化的

本质，厘清学校文化的问题，才能找准文化建设的

方向。实际上，认清和厘清更多指向的是思想层

面。叔本华曾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固有

思维。”只有突破思想层面的束缚，才能走向宽广的

天地。前路漫漫，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做则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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