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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着力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提出：“建设依法

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

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现代学校制度建

设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标志着我国教育体

制改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能否在现代学

校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能否激发所有学校的办学活力，

这对于实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教育规划纲要》突出了“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这里涉及一个首要问题，即何谓制度。制度在不同学科

有不同的界定。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对“制度”的界

定是比较完整的，认为制度是调节人类行为的组织机构、
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 （包括宗教、传统、习惯），既有正

式的制度，也有非正式的制度。今天我们谈到的“现代

学校制度”应该从广义上理解，学校文化建设应该容纳

在学校制度建设的视野之内。
当前，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现实任务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完善学校改革和发展中利益相关主体的调

节机制。制度就是要调节各种行为主体和各种利益主体

之间关系的。就学校制度来讲，其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

就是政府、学校、社会 （包括家庭），它们是影响学校运

作的三个行为主体。其中首先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确立

了学校与政府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政府和学校是两种

不同性质的机构，政府是行政机构，学校是学术机构、
教学组织。学校作为办学机构，应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

权，《教育规划纲要》特别强调“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

自主权”。这就是说，政府不当的干预是一定要加以限制

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学校既是一个学术机构，同时又

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它是要承担社会责任

的，所以政府有义务也有权力管理学校。问题在于管什

么、怎么管，我国要依法把学校的办学权和政府的行政

管理权分开，把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除了要厘清学校与政府的关系

外，还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学校内部治理要调节

的是学校内部各种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主

要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一般表述为教授治学、
学术自由。《教育规划纲要》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这一

节里明确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强调尊重学术

自由。也就是说，在学术领域要充分尊重学术人员的决

策权。虽然中小学与大学不同，但教学领域的业务性问

题不能用行政办法处理，要按照专业人员意见来处理。
对于学校内部的决策、管理 （或执行）、监督之间的关

系，《教育规划纲要》中对大学的要求是，实行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含义就是决策是党委，行政管理是

校长为首的行政机构。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党组织起

监督保证作用。那么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是不是就意

味着决策权和执行权集于校长一身呢？并非如此。无论大

学还是中小学，都需要建立和完善决策程序与议事规则。
与此同时，学校内部治理中要处理好管理者、教师、学

生的关系。现实中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

话语权、参与权太少，学生的权益、诉求不能得到应有的

保障。这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也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一个

重要内容。学校自主办学，并不是封闭办学，而是需要

社会广泛参与、与社会密切联系。这不仅需要学校与社

区、家长保持经常而密切的联系，更需要建立双向参与、
共同合作的机制，包括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

会等组织，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和问责制等。
其次，要推进学校管理创新。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要

通过管理行为来实现。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不同

的组织和制度，需要不同的管理行为来实现，组织和制

度的创新，也必然需要管理的创新。美国管理学大师德

鲁克认为，管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科学管理、人本管

理、知识管理。知识社会更强调专业化管理，所以教育

局长、中小学校长应该有管理文化和学术文化的双重背

景，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的专业化管理。
最后，要深化现代学校制度和学校文化的融合。外

在制度要化为真正内在的东西，靠的是文化，所以，现

代学校制度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学校文化建设。只有当制

度都能转化为学校各种成员的内在需求时，这种制度才

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常讲，一所好学校一定要有一

位好校长，好校长最重要的是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好的

办学经验。好校长的办学理念、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但这位好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需要通过制度把

它规范起来。没有制度，它是很难传承、延续的。有好

校长的同时，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了健全的制度，还要

有一种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才能使校长的办学理念、
办学经验和学校的制度成为一所学校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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