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生命处于“校长状态” 

2002 年，当时还是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的我，突然接到省教育厅通知，派我到

省教育厅直属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当书记，第二年转任校长。从搞学科教研转型到学校管理，

一晃过去了近 10 个年头，期间经历了困惑期、适应期和创新发展期 3 个阶段，有一些经验

和思考值得总结和回味。 

不容回避的压力 

    工作转型是一种磨练，虽然教研人员、校长同属于教育系统，但毕竟学科教学研究

与学校管理有很大的差异，况且当时学校又处在规模扩张的转型期，对于校长来说，压力主

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面对复杂的学校现实，深感自身的准备不足。面对当时矛盾较多的一个复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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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反思，组织为何派我去管理学校，理由只有一个——我有与教育教学相关的

教研管理经验。我之所以有如此多困惑，是因为我的经验与学校现实、实际工作的侧重点发

生了背离，并不是经验真的没有价值，只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对原有经验进行合适的改造，一

定能生发新的有用价值。 

    学者的生存之本是理论，教师的生存之本是学科，管理的生存之本是实践。作为校

长，必须了解和研究学校管理中的现实问题，例如：探究巨型学校与小学校的差异，并提出

新的“条块结合”管理模式，引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具体措施，教学如何“让——学习”有

效发生，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事宜，学生管理如何做到宽严有度，中层干部行政意识和精细化

工作要求，后勤服务社会化与开源节流……这些问题想明白了，生存之本也找到了，同时也

会发现原有经验的价值，主动改造自身的经验和话语系统。慢慢地教师会发现，校长并不是

一个外行，而是有教研经验和管理智慧的领导。 

    改造自身的经验有两个条件：一是理论把握，二是实践关怀。教育管理涉及的理论

具有多重性，用单一的政策或学科方法无法提升原有经验及相关的信息，需要从理论的多重

性寻找处理问题的理论依据并构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学校工作体系的综合成分导致管理实

践的多样化，从管人、管事、管钱、管物、管教育、管教学、管行政服务、管安全等多角度，

寻找有效、实用的措施和办法，并从中学会系统思考，这一切只有教学研究经验是远远不够

的，需要更多的实践反思。 

    虽然教研工作和教研管理的一些经验积累与学校管理没有直接对应性，但是，将这

些经验加上一些补充因子，还是能找到有用的迁移源的。教研管理与学校管理毕竟属于教育

体系并且对象都是相同的。无论是教研经验还是管理经验，要进行宣传和推广通常需要具备

三个特征：简明性、可操作性和启发性。简明性，指用一些道理将理论简明化；可操作性，

指不要讲大道理，在做事的程序和要领上下功夫，能形成一套模式；启发性，指观点有用而

且有效，教师从中得到启发而不是感到空洞。掌握了教研经验的这些特征，每一项教研活动

参加者涌跃，同样，学校管理中的经验总结或号召，若能紧扣这些特征，教师再也不会感到

校长的讲话令人讨厌，反而常常呼吁，校长应该多讲话，多开会，多提要求。 

    同时，要积累新的管理经验，将管理中的一些具体案例归纳并升华为一般操作模式。

将日常管理、每月主要事务、校长常规会议和活动、重大节假日安排、安全突发事件处理、

家校冲突解决办法、教育教学质量监察、学生管理状态研判、教师思想动态信息获取等提升

为常态化工作程序和规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校长的行为文化和学校文化。 

    管理者要建构各项工作的操作模型，并使追随者、被管理者了解和适应模型，这是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生存的一种方式。学校内涵发展的第一指标是各级干部会专业化地做好行

政和专业事务，全体人员都能精致化地做好相应工作。实践证明，管好学校只靠大思想和大

道理是远远不够的。 

创新管理思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逐渐进入了“校长状态”，正因为如此，当浙江省教育厅决

定对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一些政策作调整时，我选择了离开并到了北外附校延续我的“校长情

怀”。作为学校管理者，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应当为教育、为学生、为整个教师专业

团队留下点什么。 

    无论是做教研工作还是做学校管理，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思想、思维和话语，要建立

“接着说”而不只是“照着说”或“管自说”的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要消化、

吸收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和话语体系。学校管理首先是教育质地的管理，站在“教育学立

场”看问题是思想正确的前提，学校的所有问题其实质都是教育问题，需要用教育的办法去

解决。 



    对于教师管理来说，其基础在于教师专业发展的自觉性，一切管理只要以实现教师

更好发展这一“善”为出发点，即使需要教师作一些利益牺牲，教师都能愿意接受。因此，

校长需要花大力气建立教师发展的宏观战略并与教师达成一致，重大事情事先征求意见并作

一些必要的妥协，以援助者的姿态礼遇教师，让广大教师感受到一种智慧型管理者的魅力和

气质，而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的官僚，这样才能凝聚人心、调动积极性，推进事业发展。对于

学生管理来说，要把着眼点放在学习和发展上。教学的唯一目的是“让——学习”发生，教

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把研究教学的关键放在学习有无发生，把研究教育和

学生管理的关键定格在是否有利于学生成为独立自主的“完整的人”。 

    到了北外附校，我组织大家花大力气研制了《学校改进行动方案》，并得到了教代

会的通过。这一方案确立了切合学校现实的新思维，建立了学校管理的新话语系统，而且被

广大教职工所接受。方案实施效果十分明显，一年前还是求人入学的学校，一年后生源爆满。

纵向比较，教学质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学校改进方案中提出的要办一所“复语复合型”外

语特色学校，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被列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实验学校”。 

    转眼间做校长已近 10 年，回头一看，教研工作者已离我远去，我常常到网上寻找自

己当年发表的教研论文并追忆过去的岁月，此时才发现，教研经验其实是后来管理思维发展

的生长点。其实，只要能改造，过去的经验对于当前事业来说都有积极的价值。作为校长，

我深深懂得，“人的教育”是复杂的命题，也是永恒的话题，为此，我要追求一生，乐此不

疲。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北京市特级教师，北外附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