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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active vocational school is a new paradigm of school organization with
teachers as core strategic resources，positive values as guidance，positive emotions as driving forces
and positive humanistic thoughts as design concepts of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This new
paradigm is beneficial to enhance teachers’ core positive emotions such as sense of gain，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sense of meaning，so as to boost teachers’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At the same time，this new paradigm also helps to guide and
promote vocational schools to deepen their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ystem and mechanism，thus
accelerating high -quality and modern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a positive vocational school
organization，w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eachers’ positive emotion，reshaping school
development goals，fosterting a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positive organizat-
iona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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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是一种以教师为战略核心资源的，以积极的价值观为引领、以
积极的情感为动能、以积极的人本思想为组织机制设计理念的学校组织新范式。 建设积极型学
校组织，有利于增强教师的获得感、成就感和意义感等核心积极情感，提振教师发展动能，发挥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引领与推动职业学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学校高质量
现代化发展。 建设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应着力提升教师的积极情感、重塑学校发展目标、构建
积极的组织文化系统、建构积极的学校组织领导力与积极的学校组织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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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劳伦斯·米勒曾指
出：“一个公司的成功， 越来越取决于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机器的性能，管
理人员的重要职责就是创造出一种环境，
使每一位员工能发挥其才干”。 教师是职业
学校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职业学校要在变
化的环境中保持良好的改革与发展状态，
要在“人人出彩”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中成
效卓越， 要在社会服务的大舞台中展现风
采，也必须要充分依靠教师，必须要大力发
展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由于
各种原因， 相当一部分教师存在获得感不
足、 成就感缺失、 职业倦怠较高等心理困
境， 严重制约着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
挥。 如何破解这些心理困境，提振以及进一
步发展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今积极
组织行为理论与实践范式为此提供了一种
思路———构建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

一、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的内涵
（一）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的含义
组织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有意的结构化

的社会实体。 作为由人集合而成的实体，组
织效能根植于组织中人的效能， 要提升组
织中人的效能， 就必须对组织中的人的行
为进行研究———这一研究领域， 被称为组
织行为学。 “抛开以往病态无效的组织模
式， 转而运用一种关注人和组织积极特性
的全新视角来看待工作场所， 也就意味着
用新的视角来看待组织行为学”，这一新的
视角就是积极心理学。 在积极心理学运动
的影响下， 美国著名组织行为学家 Luthans
创造性地提出了“积极组织行为学（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概念，开辟了组
织行为研究的新范式。 他将积极组织行为
学定义为 “对人力资源优势和心理能力中
积极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对它们的测量、开
发和有效管理能提高当今工作场所中的组
织绩效。 ”积极型组织立足于积极组织行为

学，旨在通过对组织系统进行持续设计，弘
扬人的积极潜能， 增强和发挥组织的人力
资源优势，提高组织绩效。
什么是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呢？积极型

职业学校组织将教师摆在更为战略性的地
位，注重教师积极情感的生成与增长，藉此
发挥教师的潜能与能动性；它将教师，而不
仅是教育对象和社会， 也列为学校发展的
重要目标， 意图实现学校和教师的共赢发
展，并引领学校的领导与管理模式、制度设
计；它以教师为本，来具体设计学校的组织
制度，通过实施积极制度，促成学校积极情
感与积极目标的实现。

（二）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的特征
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具有以下三个典

型特征。
第一， 以积极的价值观引领组织发展。

价值观表明了组织建立、 存在与发展的初
衷和意义， 集中体现于组织的使命与宗旨
之中，并深刻地贯穿、表征在组织管理与运
作的一切行动之中。 价值观通过组织行动
的张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与决定组织成员
的理想、信念、目标、情感与动机，进而决定
组织成员的行为。 比如慈善，组织慈善是组
织积极价值观的体现，研究表明，它对员工
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组织公
民行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且内部慈善比
外部慈善更能够对员工发挥积极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组织有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同
一类型的组织也具有其价值观的个性，但
积极型的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积极性的特
点，即在伦理道德上，组织对社会与组织成
员肩负着责任、具有社会正能量、具有广泛
的认同性、具有激发性和一致性。 积极型组
织以积极的价值观引领组织目标、组织管理
与组织行为，能够有效解决组织发展与管理
过程中的冲突与不当行为，建立和维护良好
的组织形象，促进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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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视积极的情感为组织发展动能。
作为万物之灵长，人不仅是高智能动物，也
是最富情感之动物。 甚至情感构成了人的
核心，不纠缠“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的
意识与实在争论， 人若缺失了意义感———
积极情感的核心，人几乎是无法生存的。 人
之所以要活着和工作， 是因为人们有活着
和工作的动力。 这个动力来源十分多样，可
能来自于对世界万物的兴趣、 对家庭的责
任、对生命这一奇迹的挚爱。 但这个动力还
不是本质。 真正的动力源自于人们能从活
动中体验到积极的情感。 有研究表明，积极
的情感体验不仅反映个人的幸福， 而且有
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且有利于组织情
境中的创造性和有效性提升。 积极情感有
乐观、希望、信任、忠诚、担当、承诺等不同
的类型，但其核心是获得感与意义感，其中
获得感是意义感的前提。 何谓获得感，是一
种从活动中对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收获性
的评价。 获得感关联着自尊和自我价值，个
体会对其“所获得”的价值大小及对自我的
意义大小做出评价。 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需求、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认知方式，故
对同样的获得， 有不同的获得感及意义评
价， 而不同的评价亦会产生不同的实践行
动决策。 积极型的组织关怀员工的情感体
验，以员工积极情感体验为引擎，稳定员工
团队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视组
织成员积极情感体验为组织发展之重要动
能。 积极型组织重视组织成员积极情感体
验的生成， 在组织领导中着力增强员工的
获得感、成就感与荣誉感，着力发展员工对
工作与组织意义的生成。 格力电器董明珠
女士认为，“不要等员工要求涨工资， 要主
动加工资，超越员工的期望”。 这种超越期
望之举， 自然就会使员工产生很好的获得
感和积极的意义感。
第三， 以人为本的组织机制设计理念。

组织的结构、 部门与制度构成了学校这一
有机体运行的机制系统， 它是组织成员职
业行动空间环境的主体构成， 也是积极型
组织从目标和理念向实践转化的中介。 积
极型组织在机制设计时， 应坚定不移的遵
循积极的组织价值观， 致力于生成组织成
员的积极型情感体验，为此，必须将“以人
为本”作为机制系统设计的指导方针。 以人
为本，即充分理解人、服务人，它把人当作
富有独特生命追求与意义的发展主体，而
不是将人看作为工具， 注重组织机制的激
发性、公平性、支持性、回馈性、自我纠正
性。 “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是积极型组织的
理念和领导风格。 理解人，即理解人类的基
本需求、 人性的特点与特定组织类型中群
体的职业发展需求；服务人，即尽最大努力
服务于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性需求。 以人
为本的组织机制应该具有积极理念的执行
力与保障力， 即这套机制系统能最大程度
地执行组织的积极理念； 但积极理念并非
在组织系统的各个微观层面都能有效执
行， 所以组织机制还应有自我纠正的一种
系统， 来整体维护组织的积极价值观和形
象。 2019 年网易被裁员工事件说明了组织
系统在积极价值观执行力方面的缺陷以及
自我纠正机制的重要性。

二、建设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的
价值
建设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符合教育以

人为本与正向管理的发展趋势， 对于提振
教师动能，加快学校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积
极职业教育实施， 更好地发挥职业学校的
育人与服务功能以及彰显自身社会价值具
有重要价值。

（一）建设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能有效提
振教师职业发展动能
相比于普通高中， 职业学校教师在教

学、学生教育与管理、专业发展等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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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挑战性，而落后地区尤甚。 正如某县
职业学校一位年轻教师所言，“我们学校的
学生基本都属于控辍保学的一类学生，学
生真的太难管了”。 所以，尽管对班主任津
贴还算满意， 但教师们还是不愿意做班主
任。 因为这种普遍的情况，职业学校教师的
职业倦怠问题总体比较突出， 部分学校相
对更为严重。 在调研教师培训时，某校一位
中层干部曾这样说：“我们学校的老师职业
倦怠比较突出， 比如校长去听某些老师的
课，这些老师也基本不太重视。 老师们付出
了很多， 但是比之于其他兄弟学校得到的
偏少。所以，老师们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教
师的积极性对于学校发展的意义， 犹如汽
车动力系统对于汽车行驶的作用， 在工作
上得过且过、毫无生气与愿景的教师，能给
学校发展提供所需的动能吗？ 显然是不能
的。 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教师能够激发
出自身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能够产生一种
弥漫于校园的具有积极感染效应的文化与
心理氛围，并提升学校发展的整体效能。 欲
提振教师动能， 必须建构学校治理的新范
式。 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是职业学校治理
的新范式，目的是通过新的目标定位、制度
设计与组织领导， 切实尊重与发挥教师的
主体地位， 通过让教师在学校的职业场域
中生成积极的收获、意义与幸福感，建构、
巩固教师积极的职业信念和承诺， 从而增
强教师职业发展持续的、积极的动能。

（二）建设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能推动
学校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当前，职业学校发展的背景正在发生深

刻的变化，新技术革命、人口结构演变、经
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正重新定义着职业学
校的使命、功能、治理与管理机制。 职业学
校如要在变迁的环境中继续彰显乃至增强
自身的社会价值， 就必须改革创新学校管
理的体制机制， 进一步释放学校发展的潜

能。 积极组织是一种赋能型的新的组织范
式，职业学校以积极型建设为抓手，可以进
一步优化与聚焦学校办学定位， 进一步推
动学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促进学校可持
续卓越化发展。 教师是职业学校发展的第
一资源， 改革创新的根本意图就是为教师
赋能，提高教师工作效能。 如河池市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创新教师发展体制机制， 依托
校内优秀教师设立教师工作坊、 创新师徒
帮扶制度，邀请校外专家到校讲学指导，教
师积极效能与专业能力持续增强， 教育教
学成果不断涌现， 在 2018年广西首次开展
的中职学校正高级讲师评审中通过 3 人，
通过人数居广西全区第一； 在 2019年广西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奖评比中独领风
骚，获得特等奖 1项、一等奖 3项的好成绩。

三、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的建设
路径
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是以教师积极情

感体验为核心的一种新组织范式， 目的是
生发与提升教师的积极情感体验， 建设一
支高稳定、高素质、高效能的“三高”教师队
伍，并为建构积极职业教育奠定核心基础。
如何去构建这样一种学校组织呢？ 首先要
深刻理解“教师积极情感”这一核心，以其
为引领，重构学校组织发展的目标、文化、
领导与制度等四大相互关联的系统环境。

（一）着力提升教师的积极情感体验
教师在与学校、工作、学生的互动过程

中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为其“爱学校、爱工
作、爱学生”提供了交互性的动力。 工作的
核心对象是学生， 但学生构不成工作的全
部。 教师们对学生存在一种原初的爱，这种
爱出自于对年轻生命的挚爱、 对职业的道
德责任感和对生命未来的责任心， 教师从
教学中得到的积极体验为原初的爱加注了
新的燃料， 爱学生成为一种更坚定的责任
与信念。 工作是一定场域下的一系列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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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和事项的聚合体， 除了职业固有的、本
质的内容之外，还有很多非教学性事务。 通
过工作，人们获得一定的报酬、社会关系与
社会地位。 教师们爱学生、爱职业、爱教学，
但不一定爱“工作”。教师工作内容中有许多
繁琐的非教学事务，它干扰了教学，使教师
感到厌烦。 尤其是在落后地区，教师工作的
低薪资待遇使教师倍感沮丧，专业发展动力
严重匮乏。 学校是教学工作依托的平台，学
校的规章制度、领导风格与文化传统塑造了
教师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与情感体验。 着
力提升教师的积极情感体验，就是以积极情
感为核心对学校管理、工作、教学、职业伦理
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增强教师的职业获
得感、成就感、荣誉感和积极的心理品质。
在管理方面，要优化组织机制设计，并注重
教师业务能力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训。 在
工作方面，要给教师“减负”，减少非教学性
事务，缩减教学工作量，使教师聚焦教学与
教学研究工作， 如北京城关小学柏继明在
2006年出任校长之后便提出了 “将减负进
行到底的理念”，使教师聚焦教学，最终领
导这所郊区学校进入北京小学名校行列。
小学如此，职业学校通过为教师适当减负，
同样能提升学校的发展水平。 此外，还要力
所能及地提高教师待遇， 增强教师的公平
感、获得感和职业尊严。在教学方面，要为教
师提供充分的支持，支持、帮助教师更胜任
教学工作， 促使教师取得积极的教学成果
和收获，取得更好的专业发展成效。 在职业
伦理方面， 要多措并举进一步提升教师教
育教学的积极信念和职业荣耀。

（二）重塑学校组织发展的目标体系
学校的使命与宗旨是学校建立、存在和

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 它们是引领学校运
行与发展的根本纲领。 学校首先是由教师
集聚而成的联合机构， 是整个社会系统循
环过程中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机构体，作

为社会蕴生的产物， 服务于人与社会是学
校的根本使命与价值彰显。 学校目标含有
机构目标与服务目标两种相互协调的目标
系统， 机构目标是学校作为一个机构生命
体的生命价值的追求，大、强、利润与影响
力是其重要追求； 服务目标是学校为人和
社会服务的体现， 即学校要成为教师实现
个体价值与发展的平台， 要为组织的服务
对象———人与社会， 提供卓越而诚恳的服
务。 学校发展目标体系的制定，不仅来自于
对外部环境变迁的观察， 更来自于对自己
内在的审视；不仅要问“我们应该拥有什么
价值观、理念与目标”，更应该问“我们真正
拥有何种价值观、理念和目标”。 学校目标
要发挥积极的引领性， 这是社会发展与组
织管理的新趋向， 它要求学校不仅具备激
发性的事物层面的目标， 更具有道德层面
的激励意义， 即道德目标成为目标体系之
必要构成， 同时将道德作为衡量学校目标
与组织机制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 积极的
学校发展目标是建构积极型职业学校组织
的首要一步， 职业学校必须以积极与道德
为核心多维视角审视职业学校系统的现行
目标，以人为核心，以有效服务于人为纲领
重构学校发展目标系统。

（三）构建积极的学校组织文化系统
组织文化是组织内部所有成员共同认

可或遵循的价值观、 信念、 共识及生活准
则。 组织文化构建了组织成员的思维结构、
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 影响着组织成员职
业行动能力的生成与发挥。 要发展职业学
校教师的积极行动力， 必须建构积极的学
校组织文化。 积极学校组织文化的核心是
“和谐关系”，文化的各种关系、形态在积极
的组织文化生态场域中和谐依存、 有序运
行、持续生长。 积极的学校组织文化蕴含在
积极的学校与社会关系、 积极的人的感性
与制度理性的关系、积极的领导关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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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僚关系、积极的工作与家庭关系、积极
的师生关系、积极的工作与发展关系之中，
彰显出积极和谐的文化品行，包括信任、鼓
励、支持、互助和公正。 积极的文化一定充
满着信任，它是学校凝聚力的基础；积极的
文化一定富含鼓励的正向能量， 致力于激
发教师个体与团体的潜能发挥； 人的发展
离不开社会性支持， 积极的文化一定是支
持性的文化， 学校为教师提供尽可能的支
持，帮助教师越过低谷沟壑与艰难险阻；团
队学习的建构，团队力量的凝聚与发挥，都
有赖于同僚之间的互助与和谐相处； 作为
人的集合，学校的运转必须有规有矩，但规
则必须是公正的，令人信服的。 职业学校构
建积极的组织文化就是要在学校组织文化
的各种形态与关系中塑造文化的积极品
行，从而建构教师积极的行动力。

（四）建构积极的学校组织领导能力
学校领导是学校价值观的设计者、执行

者、维护者和发展者，积极职业学校组织能
否成为一种持续的建构目标，与学校领导的
价值观、 领导力与道德感具有决定性关系。
通常来讲，学校所确立的使命与宗旨在价值
观上都是十分崇高的，但在从组织价值思想
向组织具体行动的转化过程中却存在一道
鸿沟，常常出现使价值与行动缺乏一致性的
消极领导行为。消极领导的典型特征是学习
浅尝辄止、行动独断僵化、违反常识，造成
了组织价值的失信，并可能引发蝴蝶效应，
大范围地导致组织成员的离心离德。 如某
职业学校重要领导以“八项规定”为依据，
将已按制度发放给教师的科研奖励悉数追
回，导致教师心灰意冷，科研风气剧降，人
才流失也加剧了。 而实际上，八项规定并无
禁止发科研奖励之规定。 积极的学校组织
领导是指学校领导者以人为本，善于学习，
通过塑造能有效激发人的潜能和调动人的
积极性的工作环境，促进学校和教师的共赢

式发展，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积极领导对于构建积极型职业学校组

织具有关键性影响。 首先，学校积极组织发
展目标的重构基于学校积极的组织领导。在
重构过程中隐含着领导者对学校发展目标
与策略的深刻内省和对发展的道德追问。其
次，组织文化的积极品行亦是组织领导者有
效文化领导与执行力的成果，构建积极的学
校组织文化必须重视领导者的文化领导与
执行力。 最后，获得感与工作意义感是教师
积极情感体验的基础， 也是教师留任和贡
献于学校的思想支柱， 积极型领导者关怀
教师的获得感和工作意义感。 如何建构积
极的学校组织领导呢？ 应从三个方面切入：
一是理念层面，领导者要增强人文意识，提
高对人的认识能力，能正确的看待人、理解
人、对待人，要增强对人的信任感，正确地
处理人与组织发展的关系； 二是方法层面，
领导者要关怀人的需求、收获与成长，采取
参与式管理、正向领导的风格，以身作则，以
鼓励、支持、信任、平等、公正、诚实为原则建
构领导关系与制度环境；三是要加强对职业
学校领导体系的积极能力建设，尤其是发展
校级领导和中层领导的积极能力。

（五）设计积极的学校组织管理制度
积极的组织管理制度是职业学校积极

目标落实、积极文化构建、教师积极体验生
成、积极领导力展现的关键。 组织管理制度
是规范人与工作的一套规则体系，它对组织
成员的工作内容、工作模式和职业发展做出
了规定。 设计积极的学校组织管理制度，应
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明确建构方
针，即应以积极目标为引领，以积极情感生
成为内核，以人为本为原则；二是要做好顶
层设计，即将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职业劳
动的报酬、积极的职业情感体验列为学校发
展的重要目标；三是组织管理制度设计应尊
重人性、弘扬正能量，为教师发展提供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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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性的支持与保障；四是要体现劳动
与报酬的公平，不要以空的噱头、不可预期
的承诺来利用教师的主体积极性； 五是要
建设和谐的组织气氛，即建立规则的、温暖
的、信任的、友好的、公平的工作场域氛围。
积极型学校组织的和谐氛围也并非无

冲突， 积极型学校组织也并非是一派和气
的组织。 冲突，即个人、几个人或团体之间
由于对同一事物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
法而产生的矛盾，在组织中是必然存在的。
建构积极职业学校组织不应回避冲突，甚
至应利用和创造适度的冲突， 来提高个人
与组织绩效以及保持和促进学校内部的多
样化。 积极型职业学校要在组织层面寻求
冲突解决方案， 形成积极应对冲突的组织
机制和组织文化。 如教师的职业晋升包括
专业晋级和行政晋级， 它们是教师职业发
展的重大事件。 调研中发现，在职业学校中
层领导晋级这一块， 由于部分学校缺乏健
全的、规范性的制度，人为干预，妨碍了晋
级的公平， 导致部分中层领导心生诸多不

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不利影响。 积
极的学校组织制度设计必须确保公正，要让
教师体会到公平的获得感和发展机会，从而
促成学校和教师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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