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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校文化的发展承担着推动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的重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融入

到学校文化建设中，强调了教育的长远性和适应性。“学校文化”作为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育

人质量”的提升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不断优化和创新，学校文化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发展的平台，

培养他们成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因此从战略层面讲，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动

力机制，深化对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追求，加强全面教育改革的氛围，并重新定义实践改革的发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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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culture bea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pro-
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qualit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culture, emphasizing the long-term and adap-
tive nature of education. “School culture”,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school culture can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platform fo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them to become talents capable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future society. Therefore,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we need to establish a vibrant motivational mechanism, deepen the 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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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quality, enhance the atmosphere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redefine the development standards of pract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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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升文化自信心[1]。报告中提到，要围绕树立旗帜、凝聚民心、培养新人、繁荣

文化、展示形象等五个方面，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要求我们发展一种既面向现代化、又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应当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普及性，以激发全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

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每一所学校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要建立和培育一种高质量的学校文

化，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这不仅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其使命和担当。 

2. 任务与使命：推动学校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学校的文化建设承载着推动其持续进步和发展的双重任务。这不仅是一项责任，也是学校面向未来

的使命。通过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学校文化的发展将为实现教育的长期繁荣和社会

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坚实的支撑。 
(一) 考验：突破可持续发展的重重挑战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文化建设未能达到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背后存在三个主要原因。首先，

部分学校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偏离了教育的核心宗旨，未能充分回应和实践“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通过何

种方式培养、以及培养人才的目的”这些基本教育问题。其次，学校文化未能在学校的日常教学、课程

设置和各类活动中得到有效的体现和内化，导致学生和学校发展缺少了精神的根基和灵魂。最后，多数

学校并没有可以唤醒师生文化自觉的文化建设，无论是在他们的行为思想方面，还是课程与教学活动的

设计方面，都不足以呈现出学校文化的自觉性和独特性。 
(二) 宗旨：将新时代的使命与可持续发展等量齐观 
在当前时代，学校承载着明确而关键的使命：全面实施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努力塑造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继承者[2]。为达成这一崇高目标，学校需不断

提升教育质量，并确保其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教育质量的含义在于，教育活动不仅要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要以这些理念为指导，

实现教育成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这种质量反映了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个体成长、实现教育目

标、响应社会需求、支持国家发展策略以及满足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简言之，它强

调教育应超越短期成就，着眼于培育能够适应未来挑战并推动社会长期进步的人才。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一种综合考量短期与长期、个体与群体、以及地方与全球均衡发展的观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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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的层面出发，既重视目前的发展成就，也放眼于长远的发展潜力，并致力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石。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这一理念倡导个体的全面成长，同时强调集体的协作发展，并着重于

实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惠共存。从空间的视角来看，它不仅关注家庭、社区、社会乃至乡村等小范围

内的和谐进步，也着眼于更广泛区域的共同繁荣。 

3.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学校文化的主要方法 

(一) 以塑造全面成长的个体为核心，打造全面的教育文化架构 
在新时代的教育环境中，学校对于“应培养出怎样的人才”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致力于培育能够适

应新时代发展、拥有持续发展潜能的“全面个体”。这些学生不仅应能够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更应成为

具有全面成长潜力的“全面个体”。 
我们追求的新时代“全面个体”，不仅拥有完善的人格和全面发展的素质，是“全面发展的人”，

而且应具备持续自我提升和完善的能力[3]。这种全面成长的个体，其素质主要涵盖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1) 个人素质：指个体在道德、智力、体育、美学、劳动等多维度的均衡发展，反映了个体的内在素

质和潜能。 
2) 社会参与能力：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和与他人协同进步的能力，展现了个体的社会责任

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3) 环境适应力：指个体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彰显了个体对生态环境的珍

视和维护意识。 
通过在这些领域内的培养，学校致力于培养能够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具备持续发展能力的“全面

个体”，为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为了塑造学校的教育文化体系，还必须深化并加强“四力”的培育。这“四力”指的是内在激励力、

独立学习力、资源统筹力和学习沟通力。内在激励力是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独立学习力是教

育持续进行的关键能力及其显著标志，资源统筹力是确保教育发展持续性的内在基石，学习沟通力是深

化和巩固教育发展持续性的核心构件。 
我们深信，打造一个持久的学校文化，必须从塑造学生的个人品质开始，逐步扩展到社会素养的培

育，并最终实现生态素养的提高。这三种素养是在“四力”的相互影响和协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在构

建教育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学校应该专注于“三种素养”与“四力”的相互促进，持续为这些素养的成

长注入“四力”的活力。 
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学校旨在培育出既具备坚实的个人素质，又能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实现和谐共

生的学生，为他们在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上的全面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石。 
(二) 以全局视野为框架，整合构建教育文化环境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学校应以"全局视野"为架构来构建育人文化环境。构建一个适应可持

续发展的学校文化，是一个跨越时间维度和空间范围的复杂过程。它要求我们将对历史的尊重、对现实

的洞察和对未来的憧憬融为一体，形成一个连贯的教育视角[4]。同时，我们还需要将个人的成长、他人

的支持、学校的培养、家庭的熏陶、 国家的期望以及世界的联系纳入考量，形成一个多维度的教育生态

系统。通过这种多维度、跨时空的整合，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立体的成长环境，促进其在知

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人才打下坚实

基础。 
为了达成这一宏伟的教育宗旨，学校必须深入融合四个核心要素：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蕴、全球视野

的开阔性、现实生活的实践体验以及全人教育的素质培养。通过精心设计学生的课程学习、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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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践以及生命成长的空间，确保在这一全景整合的教育过程中，能够全面塑造学生的个人素质、社

会素质和生态素质，进而培育他们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能力[5]。学校在构建育人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应该

遵循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充分利用学校的办学资源和条件，以课程和活动为载体，营造一个“全景时

空”的教育环境[6]。这个环境具有宏观的框架、广阔的境界和开放的视野，为学生的“全人”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肥沃的教育土壤。 
(三) 前瞻未来，将学校建设成微缩的社会 
为了培育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全人”，学校教育应前瞻未来，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核心能力。鉴

于教育活动主要在校园内展开，学校有责任将外部世界的精华引入校园，融入到教学体系之中。这要求

我们把学校建设成一个微缩的社会，确保学校教育能够涵盖社会学习的基本要素。 
1) 构建全息系统：以“全息系统”为基础，全面构建学校教育实践文化，将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拓展

到校园之外。 
2) 面向未来的教育：学校教育应着眼于未来，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提升他们的基础能力，

如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等。 
3) 校园内外融合：鉴于教育主要在学校环境中进行，学校需要将外部世界的精华引入校园，实现校

园内外教育资源的有机融合。 
4) 打造社会缩影：学校应成为社会的缩影，通过模拟社会环境和情境，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体验和

学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5) 整合社会学习要素：学校教育应包含社会中学习的基本要素，如社会实践、职业体验、公民责任

等，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接触到社会的多元面貌。 
6) 提升教育实践性：通过打造全息系统，学校教育应更加注重实践性，让学生在实际操作和体验中

学习和成长。 
7) 培养全人发展：通过这种全面、实践性的教育，学校可以培养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人”，

他们不仅具备扎实的知识和技能，还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通过这种以“全息系统”为基础的教育实践文化构建，学校将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学习

社区，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多元、实践性强的教育环境，帮助他们成长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推动社

会进步的“全人”。 

4. 构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关键在于实施一系列核心战略 

(一) 积极精神动力的培养 
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基石，积极的精神动力系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学校应致力于

培养能够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新时代人才，从激发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出发，扩展到与国家和世界连接

的集体意识，最终实现具有生态责任感和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全面人格。其次要注重价值文化体系的构建，

建立一套反映师生和学校发展目标的价值文化体系，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同时关注主

体意识的激发，着重于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责任。以及集

体意识的扩展，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使他们理解个人与国家、世界之间的联系。生态素质的培育也是

关键，要加强生态教育，培养学生的生态素质，使他们能够对环境问题有深刻理解和积极行动。 
还要有面向未来的人格塑造，引导学生形成超越自我、关注全球和长远未来的“超我”意识，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动力系统的持续建构，不断构建和优化师生及学校发展的动力系统，

确保学校文化的活力和持续性。最后还要有战略的实施与评估，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如课程改革、教

师培训、学生参与项目等，同时定期评估这些策略的实施效果，确保它们能够推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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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策略，学校可以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学生，为实现教育的长期目标

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 深化对可持续性的内在质量追求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实现教育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使学校的可持续

发展文化建设根植于师生的心灵，必须借助文化象征、仪式等富有情感的元素，使其成为师生内心的信

仰和追求。只有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转化为教育者和学习者共同的价值追求，才能激发他们广泛的参与

和投入。 
1) 情感化教育：利用文化象征和仪式等手段，激发师生对可持续发展的情感认同，使其成为内心的

自然追求。 
2) 共同价值的形成：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形成强大的内在动力。 
3) 广泛参与的激励：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建设，形成多方协作的良好局面。 
4) 问题导向的实践：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策略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5) 层层递进的策略：从情感认同到共同愿景，再到问题解决，形成一种逐步深入、相互促进的发展

模式。 
通过这些策略，学校能够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植于教育的各个方面，培养出具有责任感、创新精

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新时代人才。 
(三) 营造全面的教育改革氛围 
构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需致力于实现“全人”教育目标，采用“全景时空”作为构建教育环

境的框架，并利用“全息系统”推动学校教育实践的全面革新。这一整体教育体系即在可持续发展文化

的指导下形成的“三全”教育模式。“三全”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的持续发展能力，以塑造“全面发展

的个体”为核心价值，致力于营造优质的教育生态环境，并在学校中形成一种全面育人的文化氛围[7]。 
1) 全人教育目标：以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全面素质和能力的个体为目标，注重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均

衡发展。 
2) 全景时空框架：创建一个融合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个人、社会和全球视角的教育环境。 
3) 全息系统推进：利用全息系统原理，整合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个互动、协调的教育生态

系统。 
4) 价值追求：以培养学生的可持续能力为核心，追求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影响。 
5) 优质育人生态：构建一个支持学生、教师和学校共同成长的教育环境，鼓励创新和个性发展。 
6) 整体育人氛围：形成一种积极的、包容的、鼓励探索和实践的教育文化，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教育改革，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学习平台，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

他们成为能够适应快速变化世界的未来社会栋梁。 
(四) 树立实践改革的新标准 
首先，要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质量标准。这种高质量的教育不仅要满足当前的教育需求，还

要为学生的未来、个体与集体的发展、以及本土与全球的和谐共生提供支持。具体来说，可以从学校的

硬件设施、教学过程和教育成果三个维度来重新构建这一质量标准。 
1) 办学条件的质量提升：确保学校的物质条件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目标，包括先进的教学设

施、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安全的校园环境。 
2) 办学过程的持续优化：关注教学方法和学习过程，确保教育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3) 办学结果的全面评估：建立一个全面的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术成绩，还要评估他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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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感、团队合作能力和全球视野。 
其次，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框架，用以培育和评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1) 整合性评价框架的构建：开发一个多维度的评价体系，整合学生的学术成就、个人品质、社会参

与度和环境意识等多个方面。 
2) 评价标准的多元化：确保评价标准能够涵盖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知识掌握、技能运用、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等。 
3) 评价方法的创新：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如自我评价、同伴评价、项目评价和反思性评价等，

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个人成长。 
4) 评价过程的持续反馈：确保评价过程能够为学生、教师和学校提供及时、具体的反馈，以指导教

育实践的不断改进。 
通过这些措施，学校可以确保教育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一致，培养学生成为能够适应未来挑

战的全面发展的个体。 

5. 结语 

文化自信是一种根植于心、影响深远的自信。在教育界别中，文化自信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支柱，因

此在育人过程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使学校教育成为文化育人的先锋。教育参与者也应奋力参与学校文

化实践，推动其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涉及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的复杂系统工

程，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在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目标，致力于提供令全社

会心满意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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