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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组织文化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作用

王 　星

　　[内容摘要 ]　现代幼儿园管理的一大内容, 就是重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 重视组织的正确价

值观的培养。幼儿园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其主体是人, 体现着人的价值观念、行为

方式和精神风貌。园所组织文化建设在园所管理中具有重要的灵魂作用、导向作用、教育与规范作

用和凝聚、激励作用。

[关键词 ]　幼儿园管理　组织文化　组织精神　群体氛围

一

所谓组织文化主要是指组织的理性价值观。一般是指组织在管理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特定文化氛围和文化传统, 包括组织中人们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思想认识; 共同追求的发

展目标、发展方向; 共同体现的道德水准、精神风貌; 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规章制度等。具体到

托幼园所, 就是指服务意识、文明意识、道德意识、竞争意识等汇聚而成的一种群体意识。它基

于园所的优良传统和发展趋向, 为园所全体成员所认同, 渗透于园所一切活动之中。它构成了

组织生存的基础, 是组织发展的动力和成功的关键, 是组织的灵魂。

幼儿园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其主体是人, 体现着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

和精神风貌, 其结构表现为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 即:

表层: 指表露于外的物质环境, 如办园条件、园风园貌、文明程度、服务意识、园服园歌等;

中层: 指组织内部成员间的人际交往、群众行为规范、各种规章制度等;

深层: 指组织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信念、目标追求、办园宗旨、办园指导思想等。这

是组织文化的核心。

这三个层次构成一个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整体系统并始终处于动态之中。中

层与深层的组织文化决定于表层的物质环境, 同时又反过来对之产生具大影响。在幼儿园的管

理工作中, 组织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必须与一定的文化相适应, 必须有本园自己

的独特之处, 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特别是组织所特有的价值体系、办园风格应与相应的文化

环境相吻合, 否则, 过多依靠制度惩罚、数量分析、加薪提奖等手段解决管理中的问题, 而忽视

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 忽视组织的正确价值观的培养, 对组织的发展是有害无利的。一个幼儿

园是否具有活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园所是否具有凝聚力, 而要增强园所的凝聚力就必须重

视和培育园所精神, 创造良好的群体心态、人际关系和精神文化氛围, 重视园所组织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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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所管理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

1. 灵魂作用。组织文化主要是理性文化, 如正确的理想信念、办园目标、指导思想、道德规

范等, 这是组织的精神支柱。组织应有崇高的共同理想, 这是建立在组织成员对本组织使命的

认知与态度之上的。在幼儿园管理中, 园长要管理好幼儿园, 必须坚持思想领先, 通过做好组织

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发挥组织文化的灵魂作用, 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 增强

他们对本职工作社会价值的认识, 激发起他们热爱幼儿、热爱幼教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及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使组织成员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责, 能把个人的工作同组织的总体目标、

集体的荣誉乃至整个幼教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确立起高尚的理想信念, 激发较高层次的社会

动机, 从而自觉地焕发起更大的干劲, 克服困难, 更加努力工作, 使精神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

量, 使信念化作行动。

2. 导向作用。幼儿园可算是一个开放的地方, 一个兼收并蓄的场所。本着“为社会服务, 为

家长服务”的办园原则, 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可成为幼儿园的孩子家长。另外, 园所组织成员也来

自四面八方, 他们除了各自有着不同的气质、性格和兴趣爱好之外, 在他们身上还保留着家庭、

社会等方面所施加的影响, 在这些影响中, 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和不健康的。由于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 使他们在进入幼儿园集体时, 就带来了认识上、情感上和行为上的障碍, 也因此导致思

想和观念上的不同。所以, 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言论, 都会在幼儿园汇聚和碰撞。这既会使人耳

目一新, 又会使人产生迷惑和彷徨。在这种情势下, 组织文化的导向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它

负有帮助组织成员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价值观的重任, 其正确与否, 决定着组织文化是

充分发挥正面的积极引导的作用, 还是产生某种消极的负面效应。如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经

商风、跳槽热、向“钱”看等不良风气以及受西方文化冲击出现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合理利

己主义等思潮, 造成一部分人道德责任的淡化和道德约束的松弛, 对工作得过且过, 干工作就

伸手要钱, 这种情形如果不及时予以引导, 就会使组织价值观发生混乱, 并引起思想、道德和意

识上的滑坡和危机。在组织文化的正确导向作用下, 使组织成员充分认识幼儿教师工作的社会

价值, 树立教师光荣、教师神圣的职业观念, 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不

为物质利益诱惑所动, 安心幼儿园工作, 勇于奉献、甘愿牺牲。

3. 教育与规范作用。组织文化作为一种环境力量, 对组织成员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知道,

不管是物质环境, 还是精神环境, 其源泉都是客观现实。良好的环境 (包括物质与精神)条件能

使组织成员自觉投入和服务于幼教事业, 并在其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以园规园风、文化传统、价

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式表现出来的组织文化, 一方面对组织的各个方面及成员起着教育和指

导作用, 另一方面, 与组织文化观念体系相适应的优美、整洁、有秩序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

又对每个人起着陶冶情操和规范行为的作用。属于组织文化中的制度章法和集体舆论, 也会成

为一种强大的心理制约力量, 对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产生制约和规范作用, 使组织中的个体自

觉约束自己, 以使行为符合群体规范。在幼儿园这样特殊的组织中, 园长应帮助组织中的每个

成员掌握“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性。这种组织纪律性不以

强制和服从为前提, 片面强调禁令、惩罚和外部控制的作用, 而是培养组织成员的民主纪律性,

把尊重组织成员的人格放在首位, 把个人摆在更受保护和更加自由的地位, 以使个人更加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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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服从组织。这种教育、指导与规范作用是无形的, 又是无所不在的。它对组织成员具有潜移

默化的影响, 正如“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春雨, 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陶冶着人们的情感,

使人较快地适应园所集体的要求, 克服和改变不符合园所集体的行为。这种影响巨大而深远,

在时间上也特别长久, 甚至在人的一生中发挥作用。

4. 凝聚作用。组织文化作为组织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思想作风、价值观念与行为态度等, 对

组织成员具有心理上、感情上的凝聚力量。这种凝聚力量是使组织成员保持亲近和谐融洽 , 愿

意留在组织里并为其服务的一种心理力量。健康向上的幼儿园园风, 体现着良好的精神风貌、

价值观念、心理趋势和文化气势, 组织文化的这些内核, 能使组织成员形成共同的荣誉感和责

任感, 从而激发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产生具大的凝聚力。任何一个组织, 其组织文化的正

面作用对组织成员的影响越大, 则凝聚力越强, 越易于使组织成员投入全力, 分担责任, 互相帮

助, 同舟共济, 形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工作态度和群体意识; 反之, 如果组织文化没有得到

组织成员的一致认同, 或者组织文化的负面作用影响较大, 则组织将成为一盘散沙。在这样的

组织当中, 个人利益至上, 成员中否定的情绪态度过多, 如反感、不尊重、蔑视和仇恨等, 组织成

员没有一致的志向和追求, 成员之间彼此接触过少, 最终因群体气氛不浓, 缺乏必要的群体规

范, 而影响组织任务的完成, 冲淡了组织的凝聚力, 具有涣散和瓦解群体的倾向, 组织文化的凝

聚作用也因此被削弱。

5. 激励作用。所谓激励, 是一种能使个体将外来刺激内化为自觉行为的适当刺激, 是促使

完成目标行为处于积极状态的外在因素。园所良好的组织文化, 对组织成员是一种无声的要

求, 特别是共同的理想信念、目标追求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可以激发组织成员形成集体荣誉感,

成员间可以进行认识、情感和态度等各方面的充分交流, 使个人与集体之间产生一定的反馈联

系, 使成员产生对集体的期望和精神上的归属需要, 从而增强主体意识和社会意识, 发挥集体

和组织对个人的影响和激励作用, 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以促使成员积极努力为组织目标而奋

斗。

总之, 重视幼儿园组织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 培育幼儿园的组织精神, 是现代幼儿园管理

的一大内容。幼儿园的管理和教育必须跳出原有的狭小模式, 站在更高的角度, 运用现代管理

学的理论知识, 使园长及组织成员具备现代化的竞争观念、开拓进取观念和效益观念, 塑造勇

于探索的心理品格和行为模式, 树立强烈的进取意识, 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 参与竞争, 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的价值导向, 培养组织的正确价值观, 方能适应 21 世纪幼儿园的发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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