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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校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与时代同心同向。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

新区港头小学在开展品格教育的长期实践中， 以 “品润心灵” 为内涵的学校文化润育而生， 即学校

“品” 文化。 学校充分发挥 “品” 文化的育人功能， 走出了立德树人视域下文化育人的价值育人、

环境育人、 和谐育人、 隐性育人的四条路径， 精心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 “品润心灵” 学校文化品

牌， 实现了学校办学水平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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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灵魂

和生命， 它承载着积极向上的学

校精神， 引导、 影响、 规范师生

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

帮助小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意义重大。 2016 年以来， 青岛

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全面加强学校文化

建设， 以培养学生好品格为目标，

聚焦品格教育， 创新文化育人路

径， 积极探索立德树人视域下以

“品润心灵” 为内涵的学校文化建

设， 让学校文化成为青少年培根

铸魂的主阵地。 学校强化系统思

维， 注重学校文化建设的顶层设

计， 做到学校文化建设与时代同

心同向， 大力开展品格教育， 努

力践行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 学校经过八年的实践探索，

现已构建起以 “品润心灵” 为内涵

的 “品” 文化体系。

一、 以 “品” 文化为内涵的精

神文化引领价值育人

所谓 “品润心灵”， 就是家校

社以培养学生优秀品格为主要目

标， 通过多形式多途径开展系统

化、 立体化的品格教育活动， 在长

期的润育发展中形成的一致的价值

共识。 基于此， 我们立足校情， 以

学校的精神文化系统为基础， 全方

位构建起以办学宗旨为引领， 以办

学理念、 育人目标等为基本内容的

具有 “品” 文化为内涵的精神文化

系统。

教育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 和谐发展， 这是我们每一个教

育人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基

于此， 我们坚持立足学校实际， 确

立了 “一切为了师生的和谐发展”

的办学宗旨， 力求家校社和睦相

处、 和谐发展、 全面发展、 特色发

展， 真正实现 “品格教育促发展，

家校合力赢未来”。

育人先育德。 笔者认为， 德就

是一个人基本的品性、 品格 。 一

个人具有了优秀品格， 就能够很

好地自觉发挥自己的身心潜能 ，

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 这也

是学校多年来一直坚持品格教育的

重要缘由。

□ 李殿清

学校文化育人的四维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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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新时代的接班人要

有强健体魄， 有阳光心态， 能主动

学习， 会善于思考， 更要有高尚品

格。 在此思考下， 我们确立了 “培

养身心健康、 乐学善思、 主动发

展、 品格高尚的阳光少年” 的育人

目标。

在学校 “品” 文化和办学理念

的引领下， 学校精心构建立体化的

品格育人场。 汇聚家师生的智慧，

科学确立符合学校实际的 “感恩”

“诚信 ” “专注 ” “有序 ” “尊重 ”

“勤学” 六大品格教育支柱和行为

标准； 发挥课堂主阵地， 课题组

总结出 “六步潜移法” “三为主、

三并重” 等教学法； 开发出立足

学生发展的 “崇品尚美” 课程群；

制定了以 “品格银行” 为主线的

过程性评价和以品格行为标准为

内容的阶段性评价， 全方位、 立

体化的品格育人场已逐步形成。

二、 以 “品” 文化为主线的物

质文化凸显环境育人

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全面发展的

关键时期， 文明、 向上、 优美的育

人环境， 对健康信息的传递具有重

要的引导功能， 对于引导小学生学

习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具有重要意义。

以 “品” 文化为主线的物质文化

建设聚焦环境育人， 家校社在传

承中创新发展， 让品格育人成为

学校物质文化建设中的有效载体，

时时处处都打上了 “品润心灵 ”

的烙印， 每一处环境都讲好品格

教育故事， 同时避免了学校物质

文化建设中的碎片化。

学校以 “品润心灵” 为魂， 以

六大品格教育支柱为基， 立足学生

发展， 从生态环境、 空间设计、 设

施构建等方面齐头并进， 开发有生

命力的学校物质文化隐性课程， 在

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好品格。

（一） 建设品格育人的环境

让学校的环境建设凸显 “品”

位。 我们在校园内用三块大 “珠山

石” 构成的一个大大的 “品” 字，

将学校所有的物质文化建设的创

意都包含在这三石成 “品” 的格局

中。 学校榉树广场上精心设计了以

六大品格命名的六根石柱， 彰显了

学校正在实施的六大品格教育， 时

刻提醒学校每一名员工要以身作

则， 每一个学子要主动发展 、 品

学兼优 。 榉树广场 “龙石 ” 居

中， 2005 年， 学校大门前由青岛

市文物组发掘出 4000 多年前的龙
山文化遗迹 ， 为赓续历史文脉 ，

创新内涵发展， 学校将大石头命

名为 “龙石”。 “龙石” 两侧各种

了一棵榉树 ， 此处景观命名为

“龙石种榉”。 榉树广场西侧是 “桂

园”， 2019 年迁入新校以来， 每一

届毕业生都自发为母校捐赠一棵

桂花树。 栽上一棵毕业树， 长成

一片毕业林， 我们命名为 “桂园”。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桂园” 的设

立不仅仅是让学生为母校增添一

份绿色，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不忘

母校的谆谆教诲， 学会感恩。

（二） 打造品格育人的人文

让校园空间散发浓郁的品格芳

香。 走进和美楼大厅， 映入眼帘的

是 《港头小学赋》， 20 世纪 30 年
代， 民国时期沈鸿烈在青岛担任

市长时欲在港头建学校， 然而当时

日寇侵略青岛， 学校最终没有建

成。 1993 年在建设老校时， 施工

人员从地下挖掘出当年已经泛好

的石灰。 从 4000 多年前的龙山文
化到 1921 年的港头私塾初立， 从

1937 年的鸿烈建校未成 ， 再到

2019 年新区投资过亿的港头新校，

四千多年文化教育史都在 《港头

小学赋》 里真情流露。 课余时间

学生在此驻足阅读， 感叹历史巨

变， 感悟校史底蕴， 溯其源、 寻

其根、 立其志、 成其才。

大厅东墙是以荷花为表现形式

的 “品润心灵” 学校文化主题墙。

荷花是学校的校花， 选择荷花为

校花有以下考量： 一是 “荷” 谐音

“和”， 符合学校 “和谐发展” 的办

学宗旨； 二是荷花的花语是 “出淤

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而花

语正吻合学校的品格教育本色 。

上方是学校文化品牌 “品润心灵”

标识， 它由三颗跳动的 “心” 组

成。 蓝 “心” 代表着学校实施的风

清气正的品格教育； 绿 “心” 代表

着孕育生命成长的家庭教育； 橙

“心” 代表着给予学校关心、 支持

的社会教育。 三颗小 “心” 组成一

颗大 “心”， 既像一个立体的 “品”

字， 又像一只展翅翱翔的凤凰， 象

征家校社三 “心” 凝心聚力， 为培

养身心健康、 乐学善思、 自主发

展、 品格高尚的阳光少年的信心和

决心。

学校一楼用中华文化元素体现

品格教育的有序品格美、 诚信品格

美， 分别选取我国成语典故秦末季

布的 “一诺千金” 和东汉陈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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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的历史

小故事， 告诫学生要言必行、 行

必果， 凡事从一点一滴做起； 二

楼是用科学文化元素体现着感恩

品格美和专注品格美， 分别以爱

国科学家郭永怀和 “水稻之父”

袁隆平为例， 教育学生从小就要

学会感恩国家、 感恩社会、 感恩

他人， 无论干什么事都要专心致

志、 持之以恒； 三楼是用教育文

化元素体现着自律品格美和尊重

品格美； 四楼是用红色文化元素

体现着爱国品格美和坚持品格美。

校园空间设计每一处人物和典故

体现的都是集中国优秀传统之美

德， 满满的正能量， 都是师生家

长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 完善品格育人的设施

学校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 个

性成长， 精心构建学校设施育人场

所， 并以此为载体， 充分发挥其文

化育人价值。 学校道路的名字是一

部浓缩的词典， 展示着学校人文精

神， 激励着师生砥砺前行 。 2019
年， 学校大门前新修了一条规划

路， 为促进学校 “品” 文化的校内

外融合， 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 我们选取榉树的 “榉” 和荷花

的 “荷” 谐音字 “河”， 规划路命

名为 “榉河路”。 既融入了新区道

路命名 “江河山海” 地域文化色

彩， 又鲜明体现了学校文化元素，

旨在进一步增强学生立志成才的

责任使命感， 提升学校在社会上

的文化品位。

教学楼内的公共空间都设置了

促进学生成长的活动设施。 一楼大

厅的空间设置了 “签约歌手” 小舞

台， 大队委每学期在全体队员中组

织海选， 选拔出来的才艺小明星登

台演出。 孩子们早晨迎着朝阳走进

校园， 在签约歌手的动听歌声中带

着愉快的心情开启新一天的学习

生活。 学校连廊空间设计了 “科

技角”， 安装了 “科技壁挂”： 尖端

放电、 光能发电、 电影原理等， 成

为学生课余时间休闲学习的好去

处 。 有些走廊设置了棋类项目 ：

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 围棋等， 学

生闲暇之余同台对弈， 在智慧的激

烈撞击下， 进行脑力大比拼。

三、 以 “品” 文化为理念的制

度文化体现和谐育人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自觉于约

束的自由。 这句话更多道出了制度

文化的重要性。 学校制度文化是学

校长期发展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

制度的形成也是师生员工共同的

价值追求。 制度是刚性的、 生硬

的， 但制度又是柔性的、 人文的。

学校制度文化的提升， 也必须依

靠学校的人文关怀和现代学校制

度建设， 由从自上而下走向自下

而上的人文治理过程， 这与学校

的 “品” 文化制度建设不谋而合。

多年来学校 “品” 文化制度建设

始终遵循科学、 民主、 严谨、 尊

重、 温暖， 实现和谐育人。

（一） 家校合作讲尊重

2016 年， 学校确立以品格教

育作为突破口， 破解当时学校遇

到的育人困境， 为保证家校开展

品格教育高效有质， 家校双方在

彼此尊重、 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共

同制定了 《家校实施品格教育行

动公约》， 其中规定了家校双方为

共同实施品格教育须各遵守的十

条约定， 又称 “双十公约”。 “双十

公约” 就是家校双方开展品格教育

的最大公约数。 今后无论是组织不

同形式的品格教育主题活动， 大家

都自觉遵守其规定的内容， 极大提

高了家校合作的效率和质量。

（二） 员工制度重和谐

学校制度文化是学校长期发展

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 制度的形成

也是广大教职员工在工作中共同

的价值追求。 学校各类制度都收

录在体现学校文化的 《品润校园

导航》 里。 《品润校园导航》 共分

为 “学校灯塔篇” “岗位责任篇”

“民主行使篇” “教师发展篇” “学

生成长篇” 五部分。 这是师生员工

在多年的实践、 讨论、 检验 、 修

改、 完善而形成的共同价值观， 同

时也是学校文化中其他要素得以

规范、 高效运行的润滑剂。 刚柔

并济， 讲求实效， 从学校开学第

一天到学期结束的每一项行为 ，

《品润校园导航 》 无时不在精准

“导航”。 例如， 在 “教师发展篇”

中， 教师出勤规定： 遇到雨雪恶劣

天气不纳入出勤管理， 教师请假可

以用加班顶假等。 无论是学校章程

还是教师绩效考核方案的制订， 都

要开展民意调查、 修订完善， 经教

代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促进了

教师团队的和谐发展。

（三） 学生评价讲协商

1. 阶段性评价
学校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以品格教育内容为主线，

涵盖学生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学校文化 XUEXIAOWENHUA XUEXIAOWENHUA 学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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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艺术素养、 社会实践五

个维度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基本

内容， 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

方式， 开发了 “品润童心” 数字

化智慧评价平台。 每次评价从尊

重学生入手， 先让学生自评， 教

师、 家长再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复

评。 家师生三 “心” 联动， 发挥

评价平台的激励和矫正作用， 以

评价塑学生优秀品格。

2. 过程性评价
关注过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关

键。 学校确定了以 “品格银行” 为

主线的过程性评价。 该评价针对学

生课上和课下、 校内和校外的行为

表现， 以获取品格章的形式， 将积

累的品格章兑换精神或物质奖励。

评价内容为学生的 “五育” 发展，

根据学生表现参照 《品格银行评

价细则》 发放品格章， 记在每个学

生的 “品格银行存折” 上定期兑换

奖品。 这种过程性的品格评价方式

能激励学生可持续发展， 同时以榜

样的力量引领学生成长。

四、 以 “品” 文化为导向的行

为文化落实隐性育人

如果说物质文化是学校文化中

空间物态相对静止的载体， 那么行

为文化就是学校文化精神鲜活的

动态呈现， 它既是师生员工行为

方式、 人际关系的具体体现， 也

是学校精神和办学理念的折射。

（一） 主题活动———“品润无声”

挖掘提炼品格教育元素。 学校

每年都要开展以 “品润心灵” 为主

题的 “一个都不能少” 的读书节、

艺术节等节日课程。 如 “走出自

信、 秀出智慧” 为主题的 “T 台走
秀” 艺术节， 学生踏着音乐的节

拍， 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自信满

满地走上舞台。 有的是憨态可掬的

小动物， 有的是公主与王子， 有的

是充满活力的运动健将……全体

学生、 家长、 教师参与， 把每个

学生放在舞台正中央， 增强了学

生的自信心、 智慧力， 在活动中

收获了品格培育。

（二） 文化创意———人人参与

“我的文化我做主”。 建设学

校文化的目的就是唤醒学生的自

主意识、 自我成长的能力， 同时

帮助学生主动与文化产生生命链

接的过程。 在 “品” 文化建设过程

中， 我们开展了面向学生征集创意

学校文化设计 “金点子” 的活动。

每一处文化设计， 例如校徽、 校

歌， 学校都会面向学生征集。 有

学生提出自律品格是循序渐进成

长的， 希望在色彩上使用渐变色，

我们采纳他们的建议， 在设计 “自

律公式” 时使用了渐变色； 有的学

生希望在校歌歌词中加入学校的

排球特色， 体现女排精神， 我们

予以采纳……类似这样的例子不

胜枚举， 建设属于学生自己的学

校文化， 真正体现 “我的文化我做

主”。 同时， 我们面向教师、 家长

征集有价值的学校文化建设建议，

落实人人都是学校文化建设者的

理念。

在学校文化的内涵中， 如果说

精神文化是价值引领， 是学校文化

建设中的灵魂， 那么物质文化就是

文化理念的承载， 是浸润； 制度文

化就是学校的文化个性， 是保障；

行为文化就是学校文化在师生行

为特征和行为方式上的具体化 。

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是相互促进、 螺旋上升

的。 学校文化是社会整体文化的

一部分 ， 其本质就是以文化人 、

以文育人。

校园内外充盈着浓浓的 “品”

文化氛围， 真正建设一所 “品润心

灵” 的文化学校， 既在打造学校的

显隐性课程， 又于无声处润育着每

一个人的好品格。 学校文化是科

学， 是艺术， 更是一门课程， 最美

的 “品” 文化建设永远在路上。

[责任编辑： 冯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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