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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文化堕矩”效应，树立生态系统理念
——也谈学校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 陈永华

人们常有这样的感觉，即在一个文化场域或文

化氛围中，有时会感到不适应甚至不自在，即使自

己曾参与到这个文化系统或文化氛围的创设中。

这其实是由自身理念与物质环境不协调所致的。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这类“违和”现象也普遍存在，

突出表现为：物质文化光鲜，精神文化贫瘠；制度文

化满目，人治仍占主导；文化口号震天，理念入心无

门。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这是一种“文化堕距”效

应。按照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的定义，文化

堕距指的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

社会变迁速度上存在时差。文化的变迁是常态，它

往往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口的变化

和政治的变革等发生，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而

文化系统内原有的相互依赖的各部分（要素）的变

迁速度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各部分（要素）之间就

会产生不平衡、错位的现象。正视“文化堕距”效

应，促使文化要素间动态平衡地发展，是学校文化

建设的着力点之一。

学校文化建设既要有顶层的学校文化理念，包

括办学哲学、办学目标等，又要有与之匹配的环境

设施、管理模式、课程体系等，还要有制度、教学、评

价等。这些要素之间有着错综复杂、唇齿相依的关

系。显然，学校文化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人

们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该理论把人类生

存的社会环境（如家庭、学校、机构、团体、社区等）

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关注人类与环境间

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

文化变革应从一条具备整体性特点的路径出发，是

一项长期性的战略工作。每一位建设者都需要完

成从经验主义和非此即彼的片面主义到系统主义

和统合圆融的整体主义的转变。生态系统理论除

了提供系统思考的思想武器外，还启示我们：学校

文化建设最终指向的是人以及人的行为的改变。

在考量文化各要素时，要关注的是身处其中的人的

状态。如果从教育的本意来说，学校教育除了传授

知识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文化的浸润作用让

人的生命获得滋养，为人们未来更好地生活打下

基础。

一般意义上而言，管理有人为管理、制度管

理、文化管理三个层级。文化管理是一种以人为

本的管理模式，是管理的最高层次。学校通过校

园文化的培育来实现管理模式的升级，使师生形

成共同的价值观，遵循共同的行为规范。进入到

文化管理这个层级，最应重视的就是人这一因

素。首先追求的是精神文化或者说思想观念的

创新，以此推动行为的创新，从而使学校实现创

新和变革。可以说，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是一

种隐性文化，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也是

学校建设和文化立校的核心驱动要素。学校中

的“文化堕矩”现象，实则是由师生的价值取向、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非物质文化”与被表征

为现代学校标志的美丽校舍和完备设施等“物质

文化”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

而言，其中各部分的变化速度也是不一致的。克

罗伯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指出：

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

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从这个意义

上看，用文化变革学校，就是使师生改变已经习

惯的传统观念和生存方式，而如何改变恰是需要

重点关注的部分。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实

际上就是对学校文化内涵中精神价值至上的洞见，

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者亦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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