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传统文化中，学校被称为 “象牙塔”，似

乎就是进行纯粹的知识传承、学问研讨的理想场

所。事实上，当儿童走出家庭、进入有着 “社会

雏 形 ” 结 构 的 学 校 后 ， 就 同 时 扮 演 着 学 生 、 同

学、朋友等社会角色，并在课堂和其它公共场合

学习社会规范、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而

学校中的教师和同伴则成为了促进其社会化的重

要他人。!

因 此 ， 现 代 学 校 不 仅 是 一 个 有 目 的 、 有 计

划、有组织地向儿童系统传授科学知识和生活技

能的制度化机构，更是一个包容了人际交往、角

色定位、制度规范等社会现象，传授社会规范、

价值观念，养成社会情感态度、实践社会交往技

能 的 儿 童 社 会 化 的 重 要 场 所 。 它 通 过 引 导 学 生

（儿童）服从教育制度的安排、传播社会主流的

文化目标、价值标准和人类知识遗产，培养学生

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来推动学生逐渐

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作为儿童学习、生活

的重要场所，学校因此成为儿童接受社会化影响

最集中、最丰富的生活环境，成为个体通往现代

社会的必由之路。

一 学校文化 （!"#$$% & "’%(’)*）内涵辨

析

学校本身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血肉般的内在

关联。从建筑布局、校园景观到管理风格、人际关

系，从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到制度规范、校风学

风，都反映着浓厚的文化色彩。正如人类学家普朗

格所说： “教育是文化的别名”， “教育过程即是

一种文化过程。”"这是因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和客

体都是承载着文化的人，多样性的社会文化正是通

过学校教育中的 “人”——— 学生和教师投射到学校

教育之中的。

!"#$ 年，沃勒 （%& %’(()*）在 《教学社会学

（+,) -./0.(.12 .3 +)’/,041）》一书中首次提出了

学校文化的概念。自此以后，关于学校文化的概念

众说纷纭。有认为学校文化就是人们所创造的以特

定的主体 5教师、学生及职工 6为载体的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的总和者，#有认为学校文化是教育关系

和教学关系的观念形态的总和者，也有人认为学校

文化是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特定文化氛围和文化传统，还有人认为学校文化是

指校内有关教学及其他一切活动的价值观念及行为

形态，$等等。

综合相关学者观点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

为，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

的、学校成员习得并共同具有和相互作用的，通过

一定的物质载体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

学校文化及其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简析$

贺新宇

（西昌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四川 西昌 7!8999）

【摘 要】学校文化是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其成员习得并共同拥有和相互作用、通过一

定的物质载体和行为方式呈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的总和，表现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

化三种形态。由于其计划性、专业性、组织性和日益丰富的内涵，学校文化在无形中向儿童传授着价值

规范、培养着情感态度、发展着行为技能并进而影响、促进着儿童的社会化。

【关键词】学校；学校文化；儿童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7># ? !;;# 5$99> 69# ? 99>> ? 9#

收稿日期：$99> ? 98 ? !9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西南民族多元文化与儿童社会化研究” （项目编号：川教科 -:9< ?
9!$）的研究成果，作者系该项目主持人。

作者简介：贺新宇（!"7" ? ），男，教育管理学副教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心理、教育管理、学校文化。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A*4’( .3 B0/,’41 C.(()1)·-./0’( -/0)4/) DE0F0.4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G.(&!"HI9& #
-)J & ，$99>



·!"· 第 !" 卷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制度规范的总和。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

部分，学校文化是是学校师生员工等学校群体成

员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共同创造、逐渐生成

的 价 值 观 念 、 思 维 方 式 、 行 为 规 范 及 其 活 动 结

果，它以具有学校特色的精神、制度和物质形态

为表现并影响和制约着学校群体成员尤其学生的

活动方式、精神面貌与社会化进程。

学 校 文 化 在 我 国 也 常 称 之 为 校 园 文 化

（#$%&’( #’)*’+,），但事实上两者并不等同，校

园文化只是学校文化的子文化系统。!二者的区

别 在 于 ， “校 园 文 化 ” 是 以 校 园 为 主 要 空 间 范

围，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内部的环境和活动为

主要内容的一种群体文化；而 “学校文化”是指

学校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所

有 教 职 工 和 学 生 创 造 积 淀 并 共 同 遵 循 的 办 学 思

想、价值观念、作风传统、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

的总和以及体现上述内容的各项物质载体和行为

方式，其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广，更体现了现

代社会中教育的开放性，更有利于从宏观的视野

中来审视学校。

二 学校文化的构成 !形态 "

整 洁 优 美 的 校 园 环 境 ， 古 朴 典 雅 的 人 文 景

观 ， 多 姿 多 彩 的 文 娱 活 动 ， 平 等 和 谐 的 师 生 关

系，甚至一首歌谣、一片剪纸、一幅版画都是形

成良好学校文化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多个

层面来理解学校文化：从内容上讲，学校文化既

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制度的、也有行为

的，既包括学校校舍的建筑设计、校园的绿化、

美 化 等 物 化 形 态 内 容 ， 也 包 括 校 风 、 学 风 、 教

风 、 集 体 舆 论 、 规 章 制 度 等 精 神 文 化 形 态 的 内

容 ； 从 性 质 上 讲 ， 学 校 文 化 总 体 上 属 于 隐 性 教

育，对人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从功能上看，

学 校 文 化 的 形 成 ， 使 学 校 存 在 着 一 种 “文 化

场”，这种 “文化场”是学校的一种气势，是一

种相对稳定的校园心理现象，是一种学校精神文

化现象。

关于学校文化的构成，我国台湾学者林清江

在其 《教育社会学》一书中罗列了教师文化、学

生文化、管理文化、社区文化、学校物质文化和

学 校 规 范 文 化 等 六 个 方 面 ； 而 张 德 祥 在 其 论 文

《试论学校文化的内涵、类型及其功能》 （《沈

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版）-..- 年第 - 期）中

提出，学校文化是一个文化复合体，主要由制度性

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物质文化组成。此

外，也有部分学者将学校文化分为包括学校校舍的

建筑设计、校园的绿化、美化等内容的物化形态和

包括校风、学风、教风、集体舆论、规章制度等内

容的精神文化形态两大内容。

学校文化虽然主要指向精神范畴，但考虑到作

为一个整体，学校有师生共同生活与学习的场所及

其物质形态，有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的各种思

想、制度和规范，有师生在一定理念和价值引领下

的广泛的教育教学生活与人际交往的方式，而这些

因素都在事实上影响着全体学校成员、共同体现着

一所学校的共同文化特征。所以，本文认同学界目

前 的 主 要 倾 向 ， 即 将 学 校 文 化 分 为 物 质 文 化

（/’0(*$1#, 2 #’)*’+,， 外 显 层 ） 、 制 度 文 化

（3,4’)$*561 2 #’)*’+,， 中 间 层 ） 和 精 神 文 化

（7518 2 #’)*’+,，内隐层）三种形态。

学校物质文化包括对象化的物质形态 （如校舍

布局、绿化景观、教学设施、娱乐场所、图书馆建

设等）以及显现在外的学校主体活动形式 （如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各类竞赛、公益劳动、社会实践

活动等）等；学校制度文化则包括学校特有的规章

制度、管理条例、学生守则、领导体制、检查评比

标准，以及各种社团和组织机构的职责范围等；而

学校精神文化主要指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学校师

生共同认可的行为方式、价值观、群体目标、治学

态度以及种种思想意识，表现为学校的人际关系、

校风、传统、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思维方式、习

俗等观念形态，是学校文化的深层次构成和内核所

在——— 正是以上三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构成了学

校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三 学校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传统的儿童社会化研究侧重于对学前阶段儿童

社会化过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而对儿童社

会化后期进程 （9 : -; 岁，在我国正好是小学和初

中阶段）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关于学校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成果真到

了乏善可呈的地步——— 实际上，从十九世纪后期到

二十世纪中叶，以杜威 （<= >,?,@）、克伯屈 （A=
B5)&$*+5#C）、拉格 （D= 3’44）等为代表的进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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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教育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学校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开始关注学校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

就物质形态而言，良好的学校环境与丰富多

彩的活动使校园充满生机、师生心情舒畅，像无

声的语言，通过各种情趣、意向、准则等，潜移

默化地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打下美好的烙印。正

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 “无论是种植花草树木，

还是悬挂图片标语，或是利用广播，我们都将从

审美的角度深入规划，以便挖掘其潜移默化的育

人功能，并最终连学校的墙壁也在说话。”

学校制度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则是通过

直接的制度约束以及体现在制度中的观念意识、

行为准则等实现的。由于学生对学校制度的遵从

都需要经过 “服从——— 同化——— 内化”的心理过

程，从 “纯制度文化” （他律文化）向 “素质文

化” （自律文化）转变，因此其社会功能不仅表

现为一种文化约束，更在于通过儿童对这些规章

制度的认可与遵循，来形成他们一致的观念意识

和行为规范——— 不过，要注意过分强调制度的强

制作用可能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儿

童社会化过程不是被动的过程，而是积极参与的

过程 （如同伴群体的交互活动是儿童学习和成长

的重要方式），而过分强调制度管理对儿童服从

的要求，可能压抑和否定儿童的主体意识，成为

儿童个性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失去了主体性和个

性的社会化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化。

而学校精神文化作为学校整个精神风貌的体

现 ， 虽 然 无 形 ， 却 实 实 在 在 地 对 儿 童 的 思 想 认

识、学习态度、社会动机等社会性发展的各个方

面乃至整个精神面貌和人格形成发挥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凝聚力，直接影响

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和教育教学的活动方式，因而

构成了学龄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

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

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代表各种观念的课程和

教师、明确的规章制度、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有

其他社会化机构所没有的特定的仪式、规范和象征

等文化现象，作为未成年人教育机构的学校自诞生

的第一天起，就以其日益丰富的文化内涵向学生传

授着价值规范、培养着情感态度、发展着行为技

能。学校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这种非常重要而且特

别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 和影响儿童的

其它社会化因素相比，学校是按照预定的目标、计

划，根据社会要求来塑造年轻一代的专门机构，其

影响更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 学校有专

业的教育人员——— 教师和专门的影响媒介——— 课

程、教材、教学手段等来实现其目标，其影响的效

率更高；&$ 学校教育客观上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

与同龄儿童交往，从而在团体活动中习得行为规

范、体验各种社会情感、训练社交技能的机会；’$
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在协调其它社会化因素

的影响方面有着特殊的主导作用。

四 结语

总之，学校既是儿童社会化的机构，又是拥有

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通过人文教化、淳风美

俗，实现文化的传承、交流、选择、整合、创造的

场所。多元化时代的学校不能不面对文化多样性问

题，在考察教育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既不可无

视反映整体倾向的主流、强势文化，以体现成人世

界或主体民族的要求，按照理想社会的要求引导今

天的孩子；也必须关注学校中各种亚文化的差异与

碰撞，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主动审视、批判接受

与自主建构的观念、态度和能力，这就必然在学校

文化建设的目标上面临主文化与亚文化、多元化与

一元化、个性化与社会化的冲突和矛盾。如何解决

这些矛盾，充分发挥学校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良性

促进作用，这是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认真思考的一

个重要问题。

注释及参考文献：

! “重要他人”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 （()**+, -$ .$ ）提出的概念，是指对儿童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

" 王铁军，汪政 $ 超越与创新：学校教育现代化的理念与运作 /(0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1#$
# 石峰岗 $ 论校园文化及其优化 / 2 0 $ 高等教育研究，#"3"， （#）$
$ 顾明远总主编 $ 教育大辞典 （第 4 卷） / 5 0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政涛 $ 论组织文化与学校管理 /6 0 $ 华东师大教育系硕士论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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