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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校训历久，校根固深

编者按：

校训是学校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办学精神和宗旨的高度概括，从形式到内容都标志着自身的

文化源头，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人格塑造和学校的办学目标具有引导性作用。学校管理者只有

把校训融入到校园文化，并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才能使之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发挥导向和激励

作用。作为学校每一届领导的继任者如果将校训频繁变动，则不利于一代又一代学子对学校产

生文化和价值认同，更不利于体现学校一以贯之的文化传承和理想追求。

校训变动不宜太频繁
题目即论点，简洁凝练。

①我在基层调研校本培训工作时发现，不少学校的校训发生
了变动：有的由一句话变成了两句话或者四个词，有的由四个词
变成了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在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交谈时发现，
超过 50%的师生说不全或者说不准本校的校训。

②于是，我对全县 126 所中小学的校训进行了统计，保持
50 年不变的一所都没有，保持 10 年以上不变的不到 20%，绝大
多数学校都是 5—10 年更改一次。由于变动太过频繁，有的老师
根本不知道学校的校训是什么。

①—②提出问题：不少学
校的校训频繁变动。

③校训，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落实立德
树人的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校训代表了学校一以贯之的道德价
值及追求，不宜频繁变动。

③亮出观点：校训不宜频
繁变动。

④首先，校训是学校办学传统的积淀，不宜经常变动。校训

是学校传统最便捷、最直观的反映形式，代表着学校的校园文化

和教育理念，不仅是学校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练，而且是学校历史

和文化的积淀。如果一所学校的校训持续了 50 年甚至 100 年，

说明这所学校有悠久的历史和办学传统。学校可以不断丰富校训

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赋予校训不同的意义，但是，校训的语言

表现形式还是不宜经常变动。

④分论点一：论证校训是
办学传统的积淀。

⑤其次，但凡名校的校训，是不轻易变动的。通过考察近现
代中外名校，笔者发现，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大学，校训是不轻易
变动的。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自办学以来，
从未变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

⑤分论点二：举例论证。
名校校训不轻易变动。

⑥再其次，校训经常变动，反映出学校缺乏办学的定力和持
久的方向。校训是学校的座右铭。学校在提炼校训时，应该以学
校的历史传统、办学特色、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等为基础，字斟
句酌，仔细推敲，并尽可能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语源。
校训一经形成，就不要轻易更改。频繁地变动校训，不但达不到
凝聚人心、激励向上的目的，相反，还暴露了学校办学思路不清、
特色不明、校风不实、学风浮躁的问题，甚至会导致学校丢失传
统，使学子丧失对母校的历史认同和道德传承。

⑥分论点三：正反结合论
证，指出校训经常变动反
映出学校缺乏办学的定力
和持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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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校训是学校的座右铭。学校在提炼校训时，应该以学校的历史传统、办学特色、教育理念、
教育目标等为基础，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并尽可能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语源。校训
一经形成，就不要轻易更改。

【思维串联】

【思考】

1.请谈谈第⑤段中提到的清华大学校训“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哪里，你如何理解。

2.在第①②段中，作者用了不少统计数据，

请问这样写有何作用？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重庆市为明学校高中语文教研组长 马东梅）

⑦当然，校训不频繁变动并不意味着校训一成不变。理念落
后、表达歧义、方向错误的校训，必须及时修正。但是，校训不
论怎么变，其所承载的文化传承、办学特色、理想追求不能变。
总之，校训的提出和修改，必须慎之又慎。

⑦结论：辩证总结，指出
对待校训的变与不变应有
的原则和态度，收束全篇。

来源：2018-11-21 中国教育报
作者：黄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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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校训的认同感不在字面而在践行

近日，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报到。有媒体报道，学子们最先注意到的，往往是校园里刻
在石碑上的校训。记者选取北京市内 54 所大学的校训进行统计发现，“勤奋”与“创新”两
词出现率最高，均为 20%。

校训作为一个学校的历史见证和精神传承，不仅是一种朗朗上口的文字，同时也是一种文
化象征，是一种区分高校差异或者用来表明学校品位的文化符号。因此，校训得到了国内外高
校普遍的重视，将其作为了解学校的一个有意义的窗口。

校训同质化的背后，是人才培养目标个性和特点的缺失。生搬硬套、跟风从众地使用一些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字眼，固然不会出什么差错，却难以得到学子们的理解和认同。许多大学生
认为校训只是学校的“应景之作”，对于他们个人而言“很空”“没多大实际意义”“不能深
入人心”。校训的目标是“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现实情况却令人担忧。

不论是迎合权力意志的“领导说了算”，还是“跟着潮流走”的跟风从众，抑或“东施效
颦”，部分校训由于没有体现学校办学历史和文化特色，没有充分吸纳多方意见，最终落入“假、
大、空”的形式主义窠臼，对师生没有普遍的、长期的、强烈的行为感召力和约束力，增加了
校训和师生的距离感和隔阂感。

不同的高校在历史沿革、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学风校风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因此，我
们不能将一些雷同词汇塞进校训之中，之后再让它们开始一段共同的命运，接受相似的对待，
规训出相似的反应来；而是要将“差异化视角”融入办学者和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充分挖掘自
身的办学传统和文化内涵，提高校训的社会基础。

一个经典的校训，绝不是想像和复制而来，而是从历史记忆和校园文化中提炼、创造而来。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正是有了朱自清、徐銤等爱国人士的背后故事，才
更加厚重有力。如果学生在传道授业的老师们身上都感受不到校训的力量，校训如何赢得他们
的喜爱和认同？倘若在办学者和教育者身上都不能体现校训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信仰，学生又如
何“相信并且做到”？从这个角度上说，校训不能停留在“听上去很美好”，而是要提高使用
价值，真正地发挥作用、赢得尊重。

（2014-08-27 《湖北日报》“教育时评”栏目作者：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