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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文化建设·

缡者按：南京致室泽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幼弛园文化研究院成立于201 7年初，在国内幼几园

文他建设专家的引领下，致力于幼儿园文化战略调研、文化理念策划和办学环境策划等。专业的

文化理念策划团队基予多年的实践经验，引领和支持着幼儿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管理过程中形

成荫身的园所文化。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该院已指导数十家幼儿园进行文化理念设计和办学环

境策料。南京致童泽教教育科技有眠公可幼儿圈囊拖研究院将不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Z-作，为更

多幼笼园妁文化建设提供支持。

本期起，在“理论与实践”栏目开辟“幼儿园文化建设”专栏，将连续刊登关于幼儿园文化建设

的文章0

园所文化力：园所文化建i殳B-3关键概念

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南京致童泽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幼儿园文化研究院沈曙虹

园所文化建设已成为当下幼儿园发展的核心诉

求。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如今对园所文化的理解及

其建设普遍采用“三分法”，即认为园所文化包括精

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也有的采用“四分
法”，即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加上行为文化。对此我有

一些自己的理解。

众所周知，对任何一所幼儿园来说，从建成之初

文化就逐渐形成了，就已经客观存在了。我们今天
来建设园所文化，并非是从“无”到“有”地去建设精

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本身，而是按照社会的需要和办

学者的意志，将原有文化向更具时代性、先进性、园

本化的方向加以优化完善，使文化更能体现出对幼

儿园发展的核。U推动作用，更能体现育人的功能。

换言之，我们所做的是从“有”到“优”的工作。这个

从有到优的过程，就是园所文化力提升的过程。而

“园所文化力”这个概念直接阐明了幼儿园文化建设

的关键，相比于“三分法”“四分法”等划分方法，它不

但表达出“建什么”，而且提示了“如何建”，将文化建

设的目标、内容与原则方法等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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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有力量的，而“力”是有能量大小之分的，

并不是所有幼儿园的文化建设都必然能产生预期的、

理想的“力量”。不难发现，许多幼儿园在文化建设中

都存在着趋同流俗现象，缺乏个性，难以识别和认同，
自然也难以令人向往。例如，一谈到办园理念就是

“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一谈到办园宗旨要么就是办

成“儿童的乐园”，要么就是“为孩子一生幸福奠基”；

说到培养目标则少不了“健康成长、和谐发展”等。虽
说这些提法本身并无不好，但试想，在这种众口一腔、

人云亦云的文化表象下，幼儿园的特色如何体现?如

何使文化起到感染人、激励人的效应?又如何使社会

大众对这所幼儿园产生鲜明的印象乃至向往?由此

可见，园所文化与园所文化的“力量”并非同等概念，

园所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努力提升园所文化力，真正

使文化成为展示幼儿园独特形象，凝聚幼儿园成员心

智，推动幼儿园长足发展的巨大能源。

园所文化力是幼儿园的文化元素对幼儿园及其

成员发展的作用力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程度，是基

于园所文化的一种特定的、个性化的综合力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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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文化力是通过对园所文化的策划、执行、管理、调

控、传播等行为体现出来的。一所幼儿园有良好的

文化元素，并不等于一定有良好的文化力，不会必然

提高幼儿园的文化品位、实现战略目标。这些目标

和品位只有在幼儿园的成员创造性地、有效地运作

园所文化元素，也就是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力之后才

能达成。比如，一所历史悠久的幼儿园所拥有的丰

富历史资源，就是这个幼儿园宝贵的文化元素，但如

果无视历史，不善加利用，那么这个资源永远只处在

沉睡状态，不可能为幼儿园的发展发挥出现实的促

进作用。

园所文化力有它自己的结构，这个结构要从园

所文化的内涵说起。所谓园所文化，是指幼儿园长

期以来所形成并信守的价值观和幼儿园及其主体成

员共同的行为方式与物化形态。作为价值观的园所

文化，它往往体现于办园理念，这个办园理念必然会

产生精神力；作为行为方式的园所文化，它往往体现

于办园行为，这个办园行为必然会产生行动力；作为

物化形态的园所文化，它往往体现于办园环境，这个

办园环境必然会产生形象力。为了直观地理解它们

的关系与结构，我用下面这幅图来表示：

如图所示，在内容结构上，园所文化力主要表现

为精神力、行动力和形象力。

精神力是指幼儿园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理念对幼

儿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及对社会公众所产生的影响

力。精神力主要通过办园理念等表现出来，其内容

载体大致包含核心理念、园所定位、园所精神、培养

目标、园所愿景、园训、教育理念等。需要强调的是，

办园理念本身不等于精神力。园所文化精神力的提
升，不仅仅是对上述项目的填充，即不仅仅回答办园

理念“说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怎么
说”。只有“说”得准、“说”得精、“说”得美、“说”得富

有个|生，才易于让人识别并建立印象，才更有可能感
染人、鼓舞人甚至震撼人，使其效力充分体现。尤其
要指出的是，核心理念是园所文化的“魂”，园所精神

力的提升，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提炼出具有高度哲

学性、适切性、差异性、统领性与前瞻性的核心理念，

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展开其他办园理念的设计，使整

个理念系统形成“价值链”，从而整体性地发挥效益。

行动力是指对幼儿园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而

形成的成功实现园所战略、充分体现园所组织程度与

社会效益的综合能力。它的载体包括行政机构设置、

制度体系、课程规划、教师手册、品牌管理策略、公共

关系策略、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课程实施策略、教育仪

式与礼仪等。必须强调，行动力是在办园的过程中体

现出来的，由于办园行为直接践行和展示幼儿园的精

神理念，也是社会公众认识幼儿园、评价幼儿园的主

要依据，因而健全、优化办园行为(即提升行动力)对

园所文化整体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升行动

力，必须在着眼于“做什么”的基础上尤其关注“怎么

做”，需要幼儿园对办园行为进行战略规划、系统整

合、个性强化和规范运作，需要不拘一格地、有针对性

地改革教育教学，使办园行为在核心理念的统领下充

分具备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操作性。

形象力特指幼儿园物化环境(诉诸视、听感官)

所产生的内在张力，也即幼儿园成员与社会公众对

幼儿园外在形象的感受程度。其中视觉形象包括：

物质环境，如园所布局、绿化、景观小品、建筑物外形

与风格及内部装潢、教育生活设施设备；人文环境，

如幼儿园的宣传橱窗、网站、张贴画、标语、建筑物命

名；视觉识别体系，如园标、园名标准字、标准色等基

础视觉要素，及这些要素在教育系统、导示系统、办

公系统、传播系统中的具体运用。听觉形象包括园

歌、幼儿园标志音乐、园名语音识别、行为识别音乐

规范、园内电子媒体音乐使用规范等。仍需强调的

是，上述所列仅属园所物质文化或环境文化建设的

内容，它们可产生形象力，但本身不等于形象力。园

所的形象力提升，必须以核心理念的视(听)觉化为

基本原则，在明确了“看(听)什么”的基础上追求“怎

么看(听)”的境界，就是要强化环境的个性化育人功
能，以办园的价值观为指导，努力健全和完善上述视

听要素，使它们能够充分传达幼儿园教育的理念、教

育的成就和师幼的精神风貌。同时，也通过这种建

设使社会公众对幼儿园的感知程度大幅提升，进而

建立起对幼儿园良好的感性印象。

在园所文化力的内容结构及其功能中，精神力、

行动力、形象力虽各有指向，但又相互联系和制约：如

果园所文化建设的精神力薄弱，那么园所文化的行动

力和形象力将会没有“根”，没有“魂”，没有内在统整

性，其力度自然也会大大降低；而如果没有强大的行
动力与形象力作支撑，幼儿园办学理念的精神力也无

以转化为现实的效益。所以说，园所文化力的内容结

构应是“一体两翼”，即以精神力为主体，以行动力、形

象力为两翼，三者组成不可或缺的完整系统。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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