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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价值取向的内涵及文化分析框架 李学（4）
中学物理教学内容中的前沿知识分类探讨 唐香玉，邓昭友，陈鹏，等（9）
Mathematica在“平抛运动”教学中的应用 寻银锭，詹杰（13）
把最好的教给学生——《新语文读本》的阅读教学观研究 张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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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利工程专业设计性实验初探 陶洪飞，马英杰，赵经华，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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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译等值理论的动物名称翻译 张园（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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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构建和培育路径 马若龙（126）
新媒体视角下独立学院辅导员压力现状及成因 庄晨忠，谢武（129）
试论高校理论型学生社团的功能与价值 张宏敏（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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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中高职教育体系的衔接研究 谢华（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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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隐教学在高职院校基础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唐蓉，任玉嘉（158）
金工教学中的识记方法探析 丛文龙（160）
基于流媒体技术的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研究——以煤矿开采技术专业为例 黄霞春，宁齐元（163）
高职“路基路面工程”课程改革的研究与探讨 徐帅（166）

长沙市网球场馆的空间布局特征与运营模式研究 邓罗平，雷慧，李雷（169）
中年教师体质健康营养状况分析与对策研究——以湖南湘潭5所高校为例 朱鑫，张新康，周亮（173）
高学历女性婚恋隐性自恋心理分析 梁琼（176）
简析李白对庾信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朱明辉，李高（179）
搜索竞价排名与用户个性化需求研究 颜楷（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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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研究　主持人：李仲辉　校长

主持人简介
李仲辉，中共党员，中学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衡阳市一中校长，中国教育

学会会员、湖南省教育学会理事，湖南省校长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衡阳市人大代

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衡阳市化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衡阳市院士专家促进

会教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衡阳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衡阳市教育技术理事，

衡阳市专家联谊会理事，《衡阳年鉴》委员会常务委员，衡阳市优秀人大代表，其优

秀事迹入选《人大代表风采录》。１９９８ 年被评为市化学学科十佳教师、市优秀教师，
２００１ 年被评为衡阳市跨世纪人才，２００３ 年被授予衡阳市“五四”青年奖章，同年获
湖南省优秀园丁奖，２００４ 年被评为市优秀党员，２０１０ 年被评为省校园文化建设先进
个人，并被聘为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有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杂志上发表、主持湖南

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有效学习模式下的高中学生学习激励制度的构建”等多

项课题研究。

主持人寄语
让文化成为一所学校特有的精神标记

台湾著名学者龙应台女士曾说：“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

为社会。”文化能够把散落在师生个体中的“珠子”串成一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使这所学校的文化内涵从无到有，由

虚浮到精华，直至气蕴四溢，香泽校园，最后形成一个特有的文化磁场，让历代学子身上流淌着母校的文化血液，成为一

所学校特有的精神标记。

论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与

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①

罗光伟，陈翊民
（衡阳市第一中学，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从宏观层面入手，要塑造和谐文明的校风，积极建立相互尊重的现代师生关系，促进创
新优良的学风；从微观层面来说，要抓好学生个体形象，采取移动课堂教学模式、陶冶学生情操，以学生社团为载体、培养

高素质人才。学校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与积淀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是指导学校各项活动的最高准则。

校园行为文化建设是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基础，学校核心价值观是校园行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校园行为文化；核心价值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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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行为文化“是指在教育系统中长期形成的并通过校园主体的活动而展示出来的文化形态的总

和”［１］。从当前的教育教学实践来看，校园行为文化建设，无论是宏观建设还是微观建设，均对学校核

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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