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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以学校为行动主体的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深化教育宣传工作改革创新，既是提

升教育协同力、影响力、话语权的必然选择，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的积极回

应。教育系统自身强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之一，构建“政府引导—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

区倡导—媒体支持”的新时代学校教育宣传工作格局有丰富的价值蕴涵，主要体现在激活教育

系统自身活力、提升教育社会影响力、拓展教育成果展示路径、描绘学校独特个性画像、推动

学校治理体系完善、优化教育资源动态配置等方面。耦合共生、多方联动，通过共识达成、数

智赋能、校际协作、优化监管的工作路径，持续推动新时代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的建构完善和

功能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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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with schools as the main body of
action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work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enhance the synergy,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of education, but also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education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ra of "government guidance, school leadership, family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advocacy, and media support" has rich value implications,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activ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enhancing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education, expanding the display path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depicting the unique personality portrait of the school,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chool governance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dynamic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Coupling symbiosis and multi-party linkage, through consensus build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inter-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upervision work paths,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ew pattern of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release of functions.
Keywords: education publicity; school-led; value embodiment; education power; pluralistic synergy

1 前言

爱德华·L·伯内斯在其著作《宣传》中表达了学校对

教育进行宣传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未

获得它本应享有的公众关心[1]。《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年）》把“社会协同力”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强国的“六力”特质，强调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

持教育强国建设的良好环境，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健全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建设教育强国强大合力[2]。

因此，应对教育宣传诉求，增强教育宣传话语的引导力和公

信度；回应教育强国战略，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探索构建以学校为行动主体的教

育宣传工作新格局成为了新时代教育宣传工作改革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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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和应然选择。

何为学校教育宣传？学者对“宣传”进行了多维语境的

考察，认为“宣传是操纵某种符号向某一群体传播某种事理

以影响其态度或行为的一种社会行为”，强调在概念理解中

要考察主客体及互动模式，即“谁在宣传、为谁宣传、如何

宣传[3]”。本文中讨论的学校教育宣传，是指以学校为行动

主体对教育进行宣传，更多强调对教育宣传工作力量格局的

构建和实践路径的探索。

2 构建学校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的价值蕴涵

2.1 战略支撑：激活教育系统自身活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教育强国建设有其丰富的

内涵和独有的特征，教育系统自身强是教育强国的主要内涵

之一，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

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4]。兼顾教育的有序发展和活力激发，

推动教育宣传的内源性生产，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保障，

必须充分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和发展活力

价值蕴涵是事物或行为所包含的价值属性或意义层次

的反映，是对不同维度价值可能性的表达，凸显了价值的多

维性和关联性。新时代教育宣传工作面临诸多的挑战与机遇，

构建以学校为行动主体的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蕴含着多维

价值可能性。

。

学校作为教育宣传的行动主体，在增强公众对教育的社

会认同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2023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5]，

各级各类学校合计约 73.74万所、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合计

9072万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合计约 26842.54万人，这

是一个庞大而有力量的教育宣传主体。构建以学校为行动主

体的教育宣传工作格局，是教育系统自身强的目标追求和价

值体现，能够有力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实现强教育助推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2.2 品牌建设：提升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社会认可度是影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

指标，教育品牌是建立在受众群体认知和认可基础上的对教

育的集体意识的体现，教育品牌建设是优化教育系统的重要

路径。信息流瀑有利于集体认知或共识的形成，品牌建设高

度依赖信息流瀑效应。

以学校为行动主体，多元协同共创积极的教育宣传信息

流瀑，打造教育宣传社区的公众人物和意见领袖，形成“以

小见大”的多元协同的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讲好中国特色

的教育故事，助力教育品牌建设和品牌传播，从而提升教育

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度。

2.3 发掘优势：拓展教育成果展示路径

优势视角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个体、团体及社区都有优

势；不足或不利的现状和条件，也可能暗含发展机遇；每个

环境都充满了资源和可能性[6]。学校作为新时代教育宣传的

行动主体，通过赋予教育故事重要意义、发掘多元主体全方

位能力、构建宣传服务网络联结、充分发挥教育宣传倡导作

用，实现“政府引导—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区倡导—媒

体支持”的多方协同教育宣传工作格局，逐步形成学校教育

宣传自主工作体系。

工作体系基于教育的多元要素，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教育政策、高政治站位的科学教育理念、富含教育家

精神的教育者、多重内涵兼顾的教育内容、充满活力的受教

育者、学生中心的教育环境、驱动内生力导向的教育手段及

包容性评价的教育效能等方面的协同宣传工作，有效拓展教

育成果展示路径，助力学习型社会的全面形成。

2.4 形象塑造：描绘学校独特个性画像

学校形象识别系统主要包括学校理念形象识别系统

（MIS)、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VIS)和学校行为形象识别

系统（BIS），其中 VIS是学校形象的视觉具象体现，良好

的 VIS有利于社会公众对学校的感知和理解[7]。学者探究了

不同主体在学校形象提升中的策略和路径，发现主体内驱力

是学校形象识别系统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8-10]。以学校为行

动主体的教育宣传工作是学校个性形象塑造的系统工程，是

学校系统内外信息流动的重要载体。通过学校主导、多方参

与的教育宣传工作，能够提升学校发展优势的辨别力，彰显

内生驱力导向的学校形象识别系统建设校本行动力。

以学校为行动主体的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构建是从“他

者凝视”到“自我塑像”学校形象塑造模式的突破与飞跃[11]。

学校形象是教育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影响因素，增强

学校在教育宣传中的话语权，塑造理性、全面、多元的学校

形象，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形象获得国际认同的微

观实践路径。

2.5 优化评价：推动学校治理体系完善

协同治理是治道变革的选择逻辑[12]。现代学校治理的特

征主要包含：价值共享化，主体协同化、动能内生化、效能

最优化[13]。学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形式特征是“学校元治”

下的“多元共治”，旨在提升多元主体在学校治理中的持续

动力和创新活力。

以学校为行动主体的多元协同教育宣传工作格局，在目

标趋同、需求一致、利益共享的基础上，畅通多方参与教育

宣传和话语表达的渠道，充分激发主体能量的释放和协同共

治的合力。学校发挥主体优势协同各方创新教育宣传工作，

既是现代学校治理体系构建的行动表达，也是学校治理体系

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评价标准，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元素贡献。

2.6 促进公平：优化教育资源动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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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力是国际公

认的教育强国建设重要评价指标[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强国建设更加关注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推动教育公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属性。

多元主体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主体发展诉求力，推动全

社会关注学校宣传教育行动中的多元化信息反馈和行动力

差异，审视不同学校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短板”，为教育

决策提供自下而上的数据，促进数据驱动的教育智库建设，

推动教育资源动态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和群体

之间的差距，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

3 构建学校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的实践路径

3.1 达成共识：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理念

耦合共生的本质是一种依赖共生关系，强调优势互补、

分工协作、互利共生[15]。耦合共生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教育

宣传提供了新的工作视角和分析框架，坚持多元协同、多方

融合、共建共享，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理念是学校

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构建的实践逻辑起点。

学校健全机制建设，成立党委领导下的教育宣传工作委

员会，优化学校内部体系，联结学校外部资源，形成学校教

育宣传工作内外循环的双系统模式。内部系统主要负责动力

激活，外部系统主要负责保障支持，内外协同推进学校教育

宣传。

学校助力宣传倡导，促成区域教育宣传工作联合体建设，

规划双向多维耦合和动态协同促进的宣传工作顶层设计，联

动协同力量和联结各方资源，实现多方联动的学校教育宣传

工作新格局构建。

3.2 数智赋能：构建融合媒介矩阵宣传的精准靶向

随着技术革新的推进，数智技术成为了新时代教育宣传

工作的新质生产力，数智赋能学校教育宣传是解决“数字鸿

沟”和优化“数字治理”的技术路径，公民“数字素养”全

面提升为数智化教育宣传工作奠定了受众基础和实践可能。

打造基于广度算法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在以传统媒介和

媒体为主的教育宣传工作格局基础上，打造融合媒介矩阵和

主体协同矩阵，提升教育宣传的传播力；增强基于深度算法

的长链条信息矩阵，关注宣传内容的生命周期规律，探索“同

题异构”和“阶段重投”的技术路径，实现教育宣传的深度

报道，提高教育宣传的影响力；借力人工智能实现内容创作、

二次加工和伦理审核，缩短教育宣传工作的准备时间，提升

教育宣传的时效性；搭建学校教育宣传数字虚拟社区，构建

教育宣传工作网络，营造协同贡献的工作氛围，提升协同宣

传教育的便捷性。

3.3 校际协作：搭建区域一体深度合作的宣传平台

学校在教育宣传的意识、理论、技术、资源等方面存在

明显的校际和区域差异，“数字鸿沟”的阻碍影响普遍存在，

“数字贫困”成为了新的贫困形式。高等教育学校在教育宣

传机构设置、平台搭建、社会影响等方面优于中等和初等教

育机构，中等和初等教育机构“信息孤岛”形成的教育宣传

阻力明显，“雁阵齐飞”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构建是主体维

度的实践逻辑。

强化政府的引领作用，优势学校积极打造大中小幼社的

区域一体化教育宣传工作体系，构建区域教育宣传工作融合

共同体。发挥高等院校在教育宣传中的理论优势、机制优势、

资源优势，形成高等院校的“头雁效应”，催生“大手拉小

手”的协作链，建成教育宣传社区、凝聚教育宣传合力。

3.4 优化监管：促进舆论风险抵御化解的机制形成

“宣传可能被滥用，过度吹捧一所学校并在公众心中制

造虚假的价值，谁都无法保证这些事情不会发生[1]”，这是

爱德华·L·伯内斯对学校教育宣传积极功能肯定之后的担

忧。因此，降低教育宣传的舆论风险是多元主体学校教育宣

传工作格局面临的新挑战。工作新格局构建既要激活多元主

体的活力，又要规范主体的差异化行为。

学校要调动参与方宣传和监管的双主体作用，实现舆论

风险的网格化管理，优化舆论风险抵御机制；学校健全社会

公告机制，预估可能风险、明晰主体权责，完善信息的反馈

机制和监控机制；强化伦理规范审核，填补网络法治漏洞，

倡导内容原创和引用标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善信息的审

核与监控。

总之，学校主导、多元协同的学校教育宣传工作新格局

旨在破解主体动力不足、媒体依赖过大、宣传准度不够、全

面监管缺位等教育宣传工作困境，回应教育的政治属性、人

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六

力特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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