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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领导力生成的困境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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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教师教学领导力是教师教育 艺术的精湛体现 ， 即教师 引 领学生 自 主 、 自 愿产 生学 习 动 力 的影

响 力 ； 教学领导力 生成的表征是课堂领导文化的如期创设与教导型组织的有效构建 ；
教师领导技能的 完

美修炼与人格魅力 的恰 当展现 ；
追领型师生关 系 的有效形成与追随者的不 断涌现 。 但教学领导力 的生成

面 临 多 重 困境 ，
想要突破其 困境 ，

一方面需要 内外机制 的保障 ， 另 一方面 需要共享氛 围 的 营造、 思维教

学的运行 、 领导理念的倡导以及课堂文化的重建等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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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 的管理制度 （愿景 ） 的过程 ， 故学校教学活动具有领导行为的

和工作机制
”

的宏观背景下 ， 教育质量成为我国特性 ， 属于领导活动 。 教师具有领导者的特质与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 ， 提升教师的教责任 ， 教师就是教学领导者 。 于是 ， 有学者认为 ：

学领导力 自然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核心议题 ， 这
“

教学领导力是教学活动主体对教学活动施加影响

使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有效学校运动
”

的教以使教学活动有效运转进而取得预期 目标的一种

学领导力研究再次受到前所未有 的 重视 。 但现力量 。

”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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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

教师教学领导力
”

是指教师通

有研究成果缺失 系统 、 科学的研究体系 ， 还未过个体具备的专业知识与素养 ， 吸引学生的个性

深入到教学领导力 的 内在本质与发展机理 ， 这特征以及适切的教育表达技巧与组织能力 。 通过

是教学领导力发展受限 的瓶颈所在 。 文章就教教学活动的进行不断彰显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 使

学领导力 的 内涵 、 生成表征 、 困境与突破主题学生由于尊敬与崇拜心理而 自 然产生热爱学习 的

逐一论析 ， 为教学领导力 的发展与价值实现贡动力 ， 并 自 主 、 自 动 、 充满激情地学会学习 和得

献微薄之力 。以成长与发展 ， 进而完满实现教育 目 的 （ 愿景 ）

的能力素养 ， 是教师教学 弓 丨领能力群效应的综合

体现 ， 是教师通过
“

教学活动
”

实现教育价值

（

一

） 教师教学领导力 的 内 涵的学校核心能力体系 ， 其
“

中心点
”

和
“

落脚
“

影响他人的过程 、 领导者的性格特征 、 情境 点
”

都是教学 ， 是
“

基于教学
”

而对学生 、 同

对领导行为的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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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领导力的三个共同要素 ， 伴教师以及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等产生的一种正向

因而兼顾领导者的个人特征和领导力发挥作用的 影响力 。 它最终通过教师
“

自 主教学行为 的执

社会背景是当前领导力概念的新特点 。 同时 ，

“

领 行
”

而
“

转化
”

并
“

涌现
”

为教师的
“

教学综

导力是领导者影响追随者实现 目标的过程
”

。

［
２

］

而 合引领素养
”

， 是教师教学发挥教育魅力并走 向

学校教学活动是在学校场域 （情境 ） 里 ， 为实现 最高境界的标志 。

教学与学习 目标 （共同愿景 ） ， 在教师 （领导者 ） （
二

） 教师教学领导力 生成的表征

的引领下 ， 借助学习材料 ， 遵行一定的规则与智教学领导力 的生成与运行是彰显教师教学魅

慧 ，
通过教学活动来引 导 、 激发学生 （ 追随者 ） 力的内在机理 ， 明确其生成表征利于促进教学内

的学习激情 ， 使学生能 自 主 、 自 动 、 自 觉地从事 驱力与外推力的协同运作以及各种 内 、 外因素的

学习进而实现
“

学习能力发展与全面成长
”

目标 相得益彰 。

吴晓英／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 重庆 ４００７ １ ５
） ； 朱德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重庆

４００７ １ ５ ） 。

－

７ １
－





教师教学领导力生成的困境与突破


１ ． 课 堂领 导 文化 的 如 期 创 设 与 教导 型 组 织 的 有效学习愿景 、 磁铁般的教学吸引力 等教育影响力 ，

构建这是教学领导力效益彰显 的具体再现 。 该功效的

文化不仅在人们周 围也在于人们 内心 。 文化预期达成 ， 最明显的标志是具备如下两个核心要

与教学领导力相辅相成 、 互为因果 ， 共同致力于素 。

一是师生之间追领型关系的形成 ，
二是教师

良好教学效果的产生 。 故教学领导者创建群体或追随者数量的不断增多 。 只有教师具备深邃的教

组织时就首先开始文化创造的过程 ， 因为所有群育洞察力 ， 及时了解学生的所困 、 所需 、 所思与

体 ， 无论规模大小 ， 都必须处理以下问题 ： 生存 、 所学 ， 并适切地给予思想引领和诠释学习 于人生

成长以及适应环境 ； 保证 日 常职能同适应与学习的真正价值时 ， 才能构建良好的追领型师生关系 。

能力的内部整合 。 故课堂领导文化的有效孕育此外 ， 教学中人的发展
“

双适应双发展性原理
”

与如期形成是教学领导力生长的最佳沃土以及效说明教学过程是一种教学双方共同发展的过程 ，

能发挥的关键场域 ； 课堂学生间教导型组织的构包括教师的教学发展和学生的学习发展两种范畴 。

建与形成是教师教学领导力转化为学生学习领导双方共同发展的轨迹都是为了朝 向对方的发展而

力的最佳路径 ， 因为教导型组织不仅倡导积极学发展 自身 。 学生的学习激情是激发教师的教学激

习的文化氛围 ， 它更优质于学习型组织的元素在情与教师积极提升教学素养 ， 发展教学领导力 的

于
“

人人要学习 ， 更要教导
”

。 如果班级组织能把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 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

每个活动都当作教与学的机会 ， 就会形成一个强和他直接或 间接地进行交往 的其他一切人 的发

大的 自 我持续的学习循环 。 这样 ， 每个教学环节展。

［
７

】

故学校追领型师生关系的形成 以及学生 自

都在不断收集 、 产生和传播新知 ， 教师的教学领主 、 自 动学习 的场景是教师教学领导力生成与发

导力就会在更好的文化氛围里得以不断彰显 、 实挥的助推器 ； 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 、 师生间彼此

现与提升 。
“

互为感恩的心境与行为
”

以及相互的
“

共学与

２ ． 教师 领 导 技 能 的 完 美修 炼 与 人格魅 力 的 恰 当共勉
”

会促进教师投入地教 、 学生全身心地学 ；

展现加之教师有意
“

可喻之义
”

的引领 ， 会激发学习

教学领导力本质上是通过教学影响他人的
一 追随者积极的学 习动力 ， 因而追随者团 队不断壮

种社会过程 ， 影响力是其核心所在 ， 即通过理性大 ， 数量节节攀升。

说服 、 激发斗志以及相互交流等方式引领追随者—

＋

（学生 ） 自愿追随领导者 （ 教师 ） 的过程 。 而该
＿ 、 教师教学领导力生成的多重困境

现象的发生必须依赖教师对 自 身专业技能的完美教师教学领导力 的生成与发挥需要内在动力

修炼 ， 融知识教学 、 人生哲理与学习策略为一体 ， 激发与外在文化保障 ， 明晰阻碍因素 、 揭开发展

进而对学生产生独特的人格魅力并发挥教学领导愿景 、 超越现实障碍对教学领导力 的发展具有十

力 。 奧斯卡 ？ 王尔德 （
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

） 认为 ：

“

推动分重要的作用 。

世界的不是规则 ， 而是人格魅力 。

”
［
５

］

教师的人格 （

一

） 边界阻隔使教学领导 力 的 生长 陷入孤立

魅力 、 专业知识 、 教育信念 、 先进教育理念 、 教无援之境

学技艺的融会贯通以及教学领导艺术在适宜时间教学领导力 的生成需要利于其发展的 内外因

和地点的恰当展现 ， 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问题参素 。 内因包括教师的教育信念、 个性特征 、 教师

与意识以及教师激情 、 教学魅力的提升 。 这是学知识 、 教育技能 、 人格魅力 以及支持与提升教学

生学习情景的优质再现以及教师教学艺术的完美领导力的各种奖惩制度 、 文化氛围等 ， 它们是对

表达 ， 也是教师教学领导力 生成与展现的最佳教师教学领导力优质发挥与可持续发展进行关键

时节。支撑的软环境 ， 是教师成长与领导力发挥的场域 ，

３ ． 追领 型 师 生 关 系 的 有 效形 成 与 追 随 者 的 不 断需要文化情境来激发与孕育 。 外因 即学校的硬环

涌 现境 ， 对教师教学领导力的发挥起奠基与保障作用 ，

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是 以教师领导者丰富由于地域 、 文化积淀与经济发展概况的差异 ， 硬

的专业知识 、 宽广的教育视野 、 科学娴熟的教育环境差异大且改变幅度有限 ， 而软环境是能够人

艺术 、 深人浅出 的教学语言 、 蕴含张力 的表达能为实现的 。 但现实的学校教育缺失促进教师教学

力所形成的整合效应 ，
以不断给学生塑造美好的领导力成长的文化氛围 、 制度保障以及激励措施 ，

－ 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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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教师的生长曲线长期处于平稳甚至下降状态 。 果
，

“

教师领导
”

理念传播滞后且人们的意识还未

此外 ， 科层管理体制的长期存在 ， 使教师的工作深入人心 ， 对
“

教学领导者就是具有职位权力 的

场域被限定在狭小的
“

教室边界
”

内 ， 边界外的校长领导者
”

理解的惯性思维导致对领导力对象

丰富世界与学习场景未得以充分运用 。 加之学校认识的狭隘仍旧未减 。 此外 ， 教育理念的传播不

本来就狭小 的空 间 又被分为语文 、 数学 、 英语 、 仅存在
“

时间滞后
”

现象而且没有形成
“

教学领

物理等更小的
“

学科边界
”

，

“

学科边界
”

再被导力是全体教师必备核心素养
”

的现实 。 就如作
“

年级边界
”

以及其他边界
“

人为
”

阻隔 ， 使原为中小学教学理念准绳与评价依据的 《新课程标

本以整体存在的教育系统长久 以来被 四分五裂 。 准》
一样 ， 在教育理念的传播 以及各环节中也存

而且以孤立的状态在
“

习 以为常
”

地持续着 ， 教在缺失激发和发展全体教师教学领导力核心素养

师群体由于长期缺失交流与提升的机会而使 固有的现象 。 虽然新课程改革理念与教师专业发展思

的知识变得越发狭窄与陈旧 。 于是在教师教学影想的传播与推广 ， 以及 目前发达地区 以
“

教育领

响下的学生 ， 其受教育的结果是不言 自 明 的 。 故导力开发为 目 的
”

的各项事业 已初见端倪 ， 但人

边界阻隔与孤立无援的教学场域扼杀或限制 了教们从意识层面上真正倡导
“

教师作为领导者
”

理

师继续成长的空 间 ，
也就更谈不上教师教学领导念的行动还很迟缓 ， 这是教师教学领导力发展与

力的生成与发展了 。运行的核心阻力所在 。

（
二

） 课堂教学 的运行难逃构建知识库之窘（
四

） 学校文化氛围缺失孕育领导力之根
“

知识就是力量
”

的意识一直占据人们的思想现代西方的领导力开发 已开始从关注个人领

疆域 ， 然而只有
“

活化
”

的知识才是力量产生的导力发展转 向关注组织 的领导力信念和 习 惯行

源泉 。 但课堂教学里 ，

“

记忆与储存知识
”

已成为为 ， 也即领导力文化的营造 。

［
８

］

但国 内大都只注

学生学习的重点 目标 ， 学校测评也被
“

知识的累重校长个人领导力 的培养与开发 。 现实证明 ， 个

积形式
”

所困 ， 无法逃脱
“

记忆与再现知识
”

的人
“

英雄式
”

的力量难 以推动整个学校的可持

怪圈 。 无论是教师的教学 、 学生的学习或评价都续发展 ， 只有构建适于领导力生长与发展的文化

难逃
“

积累知识
”

的窘境 ， 于是
“

储存知识
”

便氛围 ， 形成
“

人人都有领导力
”

的学校文化生

被视为学习 的成效 ，

“

积累与记忆知识的数量
”

就态 ， 才有助于推动教育事业的继续发展 。 此外 ，

成为学生成绩优质与否的标准 。 而课堂教学 由 多科层管理制度对学校长期影响的根深蒂固 ， 使人

学科构成 ， 其价值是全科教师教学领导力发挥的们一直深受管理任务 的侵害 ， 以
“

完成上级任

整合效应呈现 ， 学生只有在系统 、 科学规划 的知务
”

为宗 旨的绩效评价观念盛行使学校长期形成

识 、 作业量以及科学学习方法引领下才得以有机封闭和隔离的组织氛围 。 各层级教师都以
“

各 自

成长 。 但现实的教学活动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 ， 任务的完成
”

为努力 目标和工作阵线 ， 学校未形

各科教师由 于局部的 自 身利益而各 自 为政 ， 并从成以
“

知识共享
”

与
“

知识创新
”

为发展理念

孤立视角来培育学生 ， 使
“

时间和精力有限
”

的的思维路径转换 ； 学校知识管理与领导力运行机

学生再被
“

缺乏科学性规划
”

的学科知识等繁重制使教师与学校利益相关者等教育主体缺乏运用

任务所迫 。 长此以往的环境熏陶下 ， 学生就养成动态 、 发展的理念来组织 、 营造 良好校园文化的

擅长积累知识而缺乏思考创新与建构的 习惯 。 虽发展愿景 、 行动 以及魄力 ， 从而难以从更开放的

然知识是领导力发挥的核心基础 ， 但没有整合运国际动态视野来推动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进步 ，

用的
“

碎片化知识
”

对
“

领导力 的生成
”

价值卑故教师教学领导力 的发展缺乏成长的沃土和提升

微 ， 故只要
“

建构知识库
”

为主要 目标的意识形的空间 。

赚师的教学领导力
三 、 教师教学领导力生成的困境突破

就缺失生长与发挥的园地。

（
三

） 教育理念的传播忽视发挥领导力之象（

一

） 教师教学领导力 生成 困境的 突破机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 ， 英美 国家在
“

有效学教学领导力是应对社会变革和超越现实挑战 ，

校运动的改进
”

之后 ，

“

教师作为领导者
”

的理革新与发展教学技能的现实动力 ， 它的生成需要

念已深人人心 ， 并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了大规模教内驱力 与外推力 的共同运作 ， 经过
“

内驱
”

与

学领导力的培训与开发活动 。 但纵观我国现有成
“

外推
”

的协同共振才能推动教师教学领导力 的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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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涌现效应的实现 。２ ． 外在保障机制

１ ． 内在 动 力 机制领导文化的制度引领与专业发展的政策推动

第一 ， 教师教育信念的内生激发 。 信念是人类是教学领导力生成的保障以及效益彰显 的原发

自觉行动的激励力量 ， 决定着行为的原则性 、 目 的动力 。

性与坚持性 。 教师信念是教师人生的精神支柱 、 教第一 ， 学校领导文化的制度引领 。 文化是学

师职业的奉守信条 、 教师行为的隐形向导和教师发校发展的土壤 ， 是教育理念传播与彰显的场域 ，

展的内在动力 。

［
９

］

教师的教育信念是教师对教育事文化对教学领导力开发具有不可低估的引领价值 。

业持有信任 、 信仰 、 热爱与忠诚的积极心理状态 ， 文化产生有三种来源 ：

一是该组织创立者的信念 、

是教师教学生涯中重要的精神支柱 、 发展向导以及价值观及假设 ；
二是群体成员在组织演变过程 中

推动教师激情工作的内在动力 ； 是教师个体执行教的学习经历 ；
三是由新成员和新领导者带来的新

学伦理 、 张扬教学个性 、 体现教学风格 、 彰显教学信念 、 价值观和假设 。

［
４

］
ｌｗ

故学习经历 、 信念 、 价

魅力 、 展现人格吸引 以及不断提升 自 我 、 发展全值观是学校文化的核心 ， 只有在学校发展历程 中

面素养的深层准则与 内在根基 ； 它贯穿于教师职创设利于教育领导理念生长的信念与价值观 ， 才

业行为的始终 ， 并具有行为前的决策 、 行为 中 的能激起师生学习的信念以及实施教学领导的理念 。

监督和行为后的评价等功能 。 而教师人格魅力 的同时 ， 教师教学领导力意识与理念的形成还需要

形成有赖于专业知识的有效积累 、 教学技艺的精社会生态领导理念与制度的引领与推动 ， 需要政

准掌握 、 适切教育表达能力的养成以及对教育事府机构 、 社会团体到学校环境等各生态系统中统

业的忠诚与热爱 。 故内生于教师心灵深处的教育 一运作与渗透 。 从理念传播到培训活动等实践行

信念是教师教学信念与人格魅力形成的前提基础动的开展与运行 ， 能够从制度上对教育系统产生

和教学领导力生成的动力源泉 ， 是教师超越单纯积极的推动作用 ， 进而促进学校教师从思想上具

教学技能的修炼与教学知识的传递而遵循教育伦备领导的意识与理念 。 以致内心深处对领导理念的

理 、 引领理念发展 、 彰显教育价值的 内在要求 ， 认同 、 理解与升华 ， 以使教学行为彰显着领导者的

是教学领导力得以发生 、 发展 、 延续与领导力效教育风范与效益。 学生在
“

领导理念
”

彰显的校园

益不断彰显的精髓所在 ， 也是教师长期抵制外界氛围熏陶与滋润下 ， 学习动力增强 、 领导意识显

诱惑而忠诚于发展教育事业的最终体现 。现 。 国家宏观层面领导政策的引领与学校领导激励

第二 ， 教师领导理念的渗透引领 。 领导理念理念的制度保障能推动教师领导理念与学校教学领

是教师教学领导力 升华 的核心基 因 。 阿基里斯导实践的高效运作 ， 教学领导者的意识会在无形中

（
Ｃ Ａｒｇｙｒｉｓ

） 指出 ， 支配人们行为的理论通常有两得以传播与彰显 ， 教学领导力会在发展历程中不断

种不同的形态 ， 即 内隐理论和外显理论 。 内 隐理显现与开发 ， 进而推动课堂教学领导实践的真实运

论是一种人们在行动过程中加 以运用的习而不察行与学生领导意识 、 能力的双向发展与提升 。

的理论 ， 是支配人行动 的真实 向导 。

［
１°

］

故教育领第二 ， 专业发展政策的外趋推动 。 教师专业

域应在各级层次特别是学校宣传和渗透领导力理发展政策的外驱推动为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

念 ， 使
“

教师作为领导者
”

的理念深人人心并扎战的同时 ， 也给教学共同体教学领导力 的提升营

根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精髓 ， 能被教学共同体 良造适于领导力生长的氛围 。 专业发展理念的推行 ，

好理解与领悟 ， 以致成为激励与支配教师行动的使教师的职业生涯面临着严峻的学习挑战和专业

内隐理论 、 内在追求与意识引领 。 因为思想的深考验 ， 只有不断学习和吸收新的思想观点 ， 具有

化是行动的力量源泉 ， 教学领导理念的 内化会促化理念为行动 、 化愿景为成果的能力 ， 才能更好

进教师化理念为行动 ， 并渗透到教学 的各个环节地促进教师整体专业素养的提升 、 教学伦理的彰
——从课前预习 、 课中启迪 、 课后指导到学生生显以及教学领导力 的形成与发展 。 因为专业发展

活的点滴指引 ， 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渗透与彰显着的根本 目的是提高教学共同体的领导力特别是教

领导力的理念以及教师魅力 的具体作为 ， 这样教学领导力 ， 而教师教学领导力发展的最终 旨趣在

学领导力会如
“

春雨润物般
”

无声地发挥其作用 ， 于推动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 。 故教学素养是教师

教师的领导理念会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学生的领导教学领导力实现的关键要素 ， 教学技能是教学领

意识与行动 。导力发展的艺术基因 ， 教师知识管理能力 的具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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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学领导力开发的基础保障 ， 提高教师的教学导力 。 故思维教学的有效运行是教师教学领导力

素养是教师教学领导力生成与发展的根本途径 。 实现与学生创新思维形成的现实需要 ， 也是教学

因此 ， 专业发展政策的变革趋势需要教师不断创领导力得以发展与魅力彰显的最佳路径 。

设个人发展的 目标愿景 ， 时时以批判 、 动态 、 开３ ． 领导理念 的倡 导

放和发展的眼光与心态投入到理念的学习 与教学学习与研究教学领导现象对教育发展有不可

的实践行动中 ，
以提升教学共同体的教学能力与或缺的意蕴 ， 但不幸的是 ， 人类对其的深人认识

教育素养 ， 进而完善并更好地发挥超我的教育与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刚开始 ， 而我 国对教学领导

教学领导力 。力现象的研究从 ２ １ 世纪才真正开始 ， 故领导理念

（
二

） 教师教学领导力 生成 困境的 突破路後深人教育领域意义深远 ， 是教师教学领导力得以

１ ． 共享氛 围 的营造发生 、 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坚实后盾。 学校只有通

教学领导力 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学校共享氛过管理制度 、 学校文化 、 教学与学习理念等软环

围的有效达成 。 学校只有形成资源共享 、 共同进境来倡导与渗透领导理念并辅以硬件保障 ， 才能

步的价值观与生态链 ， 从体制 、 政策等方面构建使师生生活在领导意识与理念彰显的环境里 ， 养

和营造资源共享 、 合作共贏的文化氛围 ， 倡导和成领导的意识 、 能力与责任 ， 从而形成 自 主 自 动

激励资源分享的行动和作为 ， 遏制狭隘短期 目标学习与教学的 、 有领导力 的群体 。 只有通过教学

行为的滋生与发展并从教学管理与教师成长机制目标 、 教学内容 、 教学设计 、 教学过程 、 教学评

出发 ， 建构利于学科内 、 学科间 、 年级间教师互价等环节的实施与引领 ， 使教师的教学领导理念

助互学 、 教学相长和学科渗透的机制 ， 对学生的与意识增强 ， 促进
“

领导理念
＂

内化为
“

教育信

性别 、 年龄 、 特征以及教师任教学科的特点 、 知念
”

进而转化为
“

积极有效的教育作为
”

， 才能

识点 、 学段 、 课型 、 教学模式等进行分析 、 整合彰显教师教学 的领导力效应 ， 更好地实现教育

与协作研究 ， 进而形成具有共同愿景的教学共同
“

培育人全面和有个性 、 充分地发展
”

的 内在价

体 ， 并为
“

教学共同体
”

向
“

学习共同体
”

的 良值 。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 ， 培养具有领导力 的发展
？

好转化搭建根基 ， 才能最终促成适于教师教学领群体是未来社会对人才的时代需要 ， 也是教育事

导力生长的
“

文化共享
”

氛围 ， 使先进的教育理业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

念得以生长与繁荣 ， 从而使适于教师教学领导力４ ． 课 堂文化 的重建

发展的机制在
“

共享与多贏
”

、 动态开放的学校氛组织文化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 ， 即使是两家

围里不断弘扬与彰显。具有相似外部环境 、 技术和任务 ， 甚至其创始人

２ ． 思维教学 的运行背景都类似的组织 ， 随着时间推移 ， 它们也会形

思维开发是教学的核心 ，

“

为思维而教
”

是教成完全不同的行事方式 。

⑷ １ ８９

对学校而言 ， 班级是

学的发展理念与努力 目标 。 倡导思维教学 ， 创造学校发展的子细胞 ， 学校发展依赖于各个班级细

学习情境与机会以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 学习创胞文化的营造 ， 故课堂教学领导文化的创建是学

新和批判思维的形成是学生获得智能发展的有效校教师教学领导力生成与提升的关键场域 。 因此 ，

路径 ， 也是教师教学领导力得以发挥与学生领导教师作为领导者 ， 在教学中肩负着领导者的角色 ，

力得到培育的内在根基 。 以
“

发展学生思维
”

为引领学生为班级学习 的共同愿景而奋斗是作为学

中心的教学能接近教学本质从而彰显其真正价值 ， 校领导者的应有之义 。 教师通过创设适切的教学

能为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带来极大可能 。 而且教实践活动 ， 运用利于激发影响力和吸引追随者学

师的教学领导是学校获得教学和专业发展的扎实习激情和参与热情的学习活动 ， 促进他们在共同

根基。 故教学领导力的发挥意在促进学生在课前 、 愿景引领下 ， 自 主 、 自愿并 自觉地创建服务于愿

课中 、 课后对所学课程产生积极向上的兴趣 ， 自景 目标的解决行动 ， 从而在内心深处产生体验成就

主 、 自动地在教师引领下巩固 旧知 、 学习 与探究的积极情感 ， 这是发挥教师教学领导力与开发学生

新知 ，
以具备运用系统思维来批判性学习 、 构建领导意识 、 能力与责任的最佳路径 。 故领导力效应

与创新知识的学习迁移力 。 教师通过长期有意识的实现需要班级课堂文化的积极创设以及教师与学

的
“

领导理念
”

培育与引领 ， 会使领导意识与理生群体的适切相融才能有机形成 。

念不断
“

转化
”

并
“

内化
”

为学生 自 身 的学习领（ 下转第 ８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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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师范院校 自 身的师资队伍建设也急需ｇｔ
一线小学的支持与配合 。 例如 ， 请小学教师参与

－３；

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类课程的教学 ， 与小学教师一［
１
］ 肖其勇 ，张虹 ． 免费定向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职前培养的

起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并建构课程体系 ， 协同开展意义 、困境与策略 ［ Ｊ ］
． 教育评论 ，

２０ １４
（ ８ ） ：

６ 丨
＂

６４ ．

教学模式 、 方法的改革 。 师范院校教师与小学教胃一—

师一起协同教研 ， 形成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教师教［ Ｊ ］
？ 教

育理念 、 教研文化以及实施策略 。

ｖ－ｉ． ＾ｂ． ４＾＾ ４＾．１Ｗ．Ａｘ，
｜ｊ

．

１
＝

１究 ［ Ｊ ］
＇ 教育理论与头践 ，

２０ １ 】
（
２２

） ： 
１ ６ － １９ ，

通过建构农村小学全科教师－体化协问 ｉｎ养
［
４

］黄俊官 ？ 论农村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 ［ Ｊ ］
． 教育评论 ’

新机制 ， 充分发挥师范院校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２０ １４
（
７ ） ：

６０
￣

６１

用 ， 构建主体多元 、 开放交流 、 共建共享 、 互动
［
５

］成有信 ． 十国师范教育和ｇ：师 ［
Ｍ

］
． 北京 ：人民教育出

发展的农村小学全科教师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 ，版社 ，
１９９０

：
６７ ．

使地方政府和教研机构 、 各小学充分认识到 自身在［
６

］崔允鄯 ，
Ｍ ＊

Ｗ － 塞德拉克 ． 霍姆斯小组报告 《 明 日 之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 ， 为师范院校人才培教师》的主要观点 ［ Ｊ ］
．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

１ ９８９ （
５ ） ：

养产生重要的内在促进作用 。 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协７８
－

８ １ ＿

同培养机制的形成和推进 ， 对于突破师范院校教育 ［
７

］ 肖其勇 ？ 农村小学全科＿培养特质与发展模式 ［ Ｊ ］
－

教学改革 ， 教师队伍培养紧密对接基础教育实际 ，中 国教育学刊 ’
篇⑶ ：

８８
－

９２ ．

改善輸 、 职后教师教育发展瓶颈 ， 将会发挥重要
［
８

］

＝

淑芬 ．

Ｊ：
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思考 ［

】 ］
． 江苏高

［
９

］王庭照 ，许琦 ，栗洪武 ， 李录志 ． 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
师范生＿■报考动机与专Ｍ想不牢■题 ’

研究热点纖域构成与拓展趋势 ：基于 ＣＮＫＩ 学术期刊

使培养出来的新型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能够
“

下得２００７
—

２０ １ ２ 年文献的共词可视化分析 ［ Ｊ ］
． 教育研究 ，

去 、 留得住 、 干得好
”

， 具有重大意义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 ：

１０２ － １ ０９ ．

［ 本文系教育部 ２０１４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１ ０

］姜勇 ，郑富兴 ． 论教师的专业影响力 ： 知识 、场域与实

项 目
“

西部农村小学全科教 师 职前培养标准 与模 式践智慧 ［ Ｊ ］
． 中 国教育学刊 ，

２００６ （
１０

）：
７２

－

７４ ．

研究
”

（项 目编号 ：
１４ＹＪＡ８８００７４ ） 阶段性研究成果 ］（ 责任编辑 蒲丽芳 ）

（ 上接第
７５页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０： 

１４ ．

总之 ， 教师教学领导力是使教育艺术得以彰［
３

］李冲锋 ？ 教师教学领导力 的开发 ［
Ｊ

］
？ 当代教育科学 ，

显
， 教学质量突破现实困境而健康发展的能力素２００９

（
２４

） ：
３
＿

７ －

养 。 在教育呼吁人性 、 呼唤生命动力与生态意识 ［
４

］沙因 埃德加 ． 组织文化与领导力 ［ Ｍ ］
． ４ 版 ． 章凯 ， 罗文

的今天 ， 反思 当前教学领导力 的发展现状 、 面临豪 ’朱超威 ，等 ’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篇 ．

困境与发生机理 ， 酬发展的动态趋势并在前行

路上不断开创优质的教育领导文化 ’ 构建利于开
［
６

］１德

中

全

国

处方 原理 町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
发教学领导力 的机制与路径 ， 会使教师教学领导ｆｆｉ ＳｇｔｔｊＣＸＥ Ｊ ｌｉ

力在教学信念的坚守 、 领导理念渗透的文化里逐
［
７

］ 马克思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３ 卷 ［

Ｍ
］

． 中共中
一彰显 ，

以持续激发学习追随者的不断涌现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 北京 ： 人

［ 本文 系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 学研 究 ２０ １ ３ 年度规划民出版社 ，
１９７ １

：
５ １５ ．

基金项 目
“

区 域义 务教育 均衡发展 的联 动机制 和［
８

］
ＤＲＡＴＨＷＨ

，
ＭＣＣＡＵＬＥＹＣＤ

，
ＰＡＬＵＳＣＪ

，
ｅ 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

－

立体化路径研 究 （ 项 目 编 号 ：

１ ３ＹＪＡ８８０ １ １ ３
）

”

的ｔ ｉｏｎ
，
ａｌｉ

ｇ
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 ｔ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ｏｒｅｉｎ ｔｅｇ

ｒａｔｉｖｅ

阶段性研究成果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Ｊ］
．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

ｐ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２００８
，

１ ９
（
６

） ：
６３５

－

６５３ ．

［＃＃Ｓ？ ］［
９

］ 肖正德 ． 基于教师发展的教师信念 ： 意蕴阐释与实践建

［
１

］碧柯 伊莱恩． 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领导力开发手册 ［
Ｍ

］
．构 ［ Ｊ ］

？ 教育研究 ’
２０ １ ３

（
６

）：
８６

－

９２ ．

徐中 ，占卫华 ，刘難 ，译北京 ：电子工ｆｃＢ版社 ，
２０１２

：
１ ．［

１ ０
］ 张新平 ． 教育组织范式论 ［

Ｍ
］

． 南京 ： 江苏教育 出 Ｊｉｇ

［
２

］
ＢＡＳＳＢＭ ．Ｂａｓｓ＆Ｓｔｏ

ｇ
ｄ ｉｌｌ

’

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 ｉ

ｐ ：社 ，
２００ １

：
７ ．

Ｔｈｅｏｒ
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ｎａ

ｇ
ｅ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Ｍ

］
．Ｎｅｗ（ 责任编辑 蒲丽芳 ）

－

８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