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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导故事到故事领导
——故事时代的校长领导力

？

张新平 （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

江苏 南京 ２ １ ００９ ７
）

柳世玉 （
通化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

吉林 通化 １ ３ ４００２
）

摘要校长可以通过讲故事传递信 息 、 达成分享 、 建立信任 、 密切关 系 、 激发情绪 、 形成合力 ， 用故事 打破单向度的沟

通 、 管理和控制 ，

从而有效地 、 柔和地 、 平等地开展领导工作 。 通过把握讲 故事的关键 、 确保故事具有 吸引力 、

怡当运用语言表达技巧 等途径 ， 有 助于校长增 强故事 表达力 。 校长 应从讲述生 活故 事 、 教育故事 、 领导故事 开

始
，

培养故事 意识 、 故事思维 ， 努力形成故事领导力 。

关键词校长领导力
；

故事领导力 ； 故事领导 ： 教育故事 ； 故事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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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 曾被村民多次拒之门外
，

因为她的直 白和冰

冷吓到了村民 。 寓言把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真相带回家
，

用故事装扮并给予真相 以温暖 ， 再次送她出 门 。 身着故

事外衣的真相受到热情的欢迎 ，

在村民家中烤火并与村

民共进晚餐 。

”

这则
＂

故事
＂

，

道出了

＂

道理－故事
”

的关

系——讲故事比讲道理更能打动人 ，

讲故事比单纯说教

更能影响人 ， 讲故事 比喊 口号更能激励人 ，

讲故事比直

白的 陈述更能感染人
，

讲故事 比残酷的事实更能接近

人
，

讲故事比生硬的规定更能规范人 。

故事
， 是人类早期 社会即产生的

一种传播载体和

交流方式
， 是人类认知 的基本且有效的形式 。 故事不仅

向听众传递时间 、 地点 、 人物
（
角色

）
、 事件等要素 ，

而

且其中所蕴含 的道德 、 情感更是能 与听众建立平等的

心灵交互联系的关键 内容 。 在当前这个知识碎片化的时

代
，

给零散的 、 不确定 的信息匹配因果逻辑
，

补白情感关

系
，

正是故事时代特别需要的思维和能力 。 丹尼尔 ？ 平克

（ Ｄａｎ ｉｅ ｌＨ ．Ｐ ｉ ｎ ｋ
）
在 《全球思维 》

一书中
， 更是将

＂

故事

力
”

奉为决胜未来的六大核心技能之
一

。 在学校里 ， 校

长也可以通过讲故事传递信息 、
达成分享 、 建立信任 、

密切关系 、 激发情绪 、 形成合力 ，

用故事打破单向度的

沟通 、 管理和控制
，

从而有效地 、 柔和地 、 平等地开展领

导工作 。 因此 ，

校长不仅应有意识地创编故事 、 讲述故

事 、 创新故事
， 形成故事思维 ，

还要善于运用故事影响

他人
、
解决问题 、 创造共同体 ， 形成故事领导力 ，

把故事

变成 自己无形的力量 。

一

、 重视校长故事力 ： 从讲教育故事到进行故事

领导

人的一生离不开故事 ，

从生活故事到教育故事再到

领导故事 ， 故事所传递的是从情节 、 事件 ， 到态度 、 情感
，

再到道理 、 智慧的升华
，

伴随人的成长 、 引领人的发展 。

在办学治校和与师生交往中 ， 校长尤其要讲好故事 。

１
． 故事是校长开展工作 的软渠道

学校是故事产生的沃土 ，

不仅能生发出大 量优秀的

注释 ：

① 本 文 系 全国教 育科 学
“

十三五
”

规划 ２０ １ ６年度 国 家 重点课题
“

义 务教 育 学校标准 化建设研究
”

（ 课题 编 号 ：

ＡＨＡ １ ６０００６ ） 和通化 师范 学院２０ １ ７年度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项 目
“

加德纳领导力理论对教师发展 的启 示研究
”

（ 项 目 编

号 ： ２０ １ ７００７ ） 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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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

也能 为故事的传播和提升提供营养和环境 。 同时

故事为学校的发展 ，

师生关系的建构 ，

学校领导与教师

的对话 ，

对学生 的教育和 引导 ，

共 同体的形成创设了互

相 理解的软环境
，

为校长开展领导工作创设了平等沟通

的软渠道 。

其一 ，
故事是校园榜样存在的合理空 间 ｃ 教育与领导

需要榜样
，

更需要故事 。 故事以极强的代入感为学校里

的先进模范人物和事迹找寻到了一种持续存在的可能 ，

模范在这种
＂

可能
”

里以更加鲜活的姿态和形式存在 ，

能更加高效地激发师生的积极思维和积极行为 。

其二 ，
故事是学校愿景铺 陈的有效栽体 ． 校长在向师

生陈述学校发展愿景和教育理念时
，

故事无疑是最生动

的手段 。 通过讲述愿景故事
，

校长于无形间把 自己的教

育情怀 、 教育理念投射在每一位师生的头脑中 ， 使听众

聚合在故事之中 、 愿景之中 ，

形成了学校发展的共同体 。

其三
，
故事是各主体平等沟 通的 温和 形式 在故事

中
， 无论是讲者还是听者 ，

其心理位差都被故事 的情爷

消弭 。 校长与师生 、 教师与学生处于平等的状态 ， 这种

温和的 、 旨在增进理解的方式
，

比指令式 、 监控式 、 规训

式的领导方式更加有效和可靠 。

其 四
，
故事是领导行为发 生 的无形情境 通俗性的

故事是民主型领导情境的必需品 ， 校长在讲述故事的同

时也创设了
一

个与师生共通的领导情境 。 在此情境中 ，

校长寻求的共同理想和情感的认同与理解得以实现 ， 团

队增强 了向心力
，

个体能量被激发 。 学校领导行为因故

事而凝聚人心 、 鼓舞士气 。

２ ． 故事让学校教育更有生命力

在学校里 ， 故事真谛的光芒更加耀眼 ； 在故事里
，

学校教育更有生命力 。

其一
， 学 生对故事 更 加亲近和易 受 人类 自幼年开

始就成长于各类故事之中
，

相较成人 ，

学生对于故事有

更 强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 讲述故事 比灌输道理收效更

高 。 开展故事教育和故事领导
，

学生是最能认 同并有收

获的 。

其二
，
教 师对故事具有更强的理解力和传播力 相较

于其他职业 ， 中小学教师更善于将故事运用于 自身工作

情境中 ， 用故事来引导和教育学生 ，

如 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
，

维持课堂秩序等
，

提高其人文感染力和教学效率 。

其三 ，
校长 更具有发现故事和创 编故事的

“

先 天优

势
”

校长身边经常涌现 出 的大量充满教育价值和领导

价值的故事
，

为其开展故事教育和故事领导提供了可搜

集和创编 的素材 。

其四 ，
校 园中每个人都愿意成 为故事 中的人 每个人

都渴望在故事中 留下自 己的形象
，

都渴望在故事中扮演

角色
，

故事为每
一

个人 自我形象的塑造搭建了平台
，

促

使每个入更好地完善 自我 。

二 、 提升校长故事力 ： 从讲
一

个好故事到讲好
一

个故事

美 国土著优特部落会推选讲故事最好的人为部落

的首领。

ｍ那么
，

校长该如何讲一个好故事
，

又如何讲好

一个故事呢 ？

一方面校长应积极欣赏 、 发现师生身边的

好故事
，

努力寻找 、 探索学校生活之外的好故事 。 校长

所发现和 欣赏的
“

好故事
”

应该是那些能够在学校管理

和领导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故事 ， 是那些能够创造和

谐学习氛围 、 引领师生积极成长 、 形成教育合力 、 充满正

能量的故事 。 另
一

方面校长应能够把具有领导价值 、 富

有吸引力的故事
，

与复杂的教育情境 、 领导情境相结合
，

与师生的兴趣相结合
，

讲得精彩 、 用得恰当 ，

使故事入耳

入心 。 着力强化以下三方面的能力 ，

有助于校长鉴别 出

一个好故事
，

讲好一个故事
，
增强故事的力量 。

１ ． 把握讲故事的关键

故 事 动 力 学 的 倡 导 者 道格 ？ 李 普 曼 （
Ｄ ｏ ｕ ｇ

Ｌ ｉｐｐｍａｎｎ
）
强调 ：

“

讲故事的关键在于能够激励 、 说服
，

最终达成积极合作 。

”

学校在发展改革过程中
，

难免会

出现一些问题和阵痛 ，

但是如果校长把自 己定位为
＂

救

火队长 和
‘ ‘

治病神 医
”

的角色
，

总是被麻烦牵着走 ， 就

失掉了校长的领导特质 。 校长应把握住讲故事的关键 ，

通过故事化解危机 、
勾勒愿景 、 凝聚人心 、

推动改革
、

引 领发展 。 好的故事还可以凸显发展中的问题
，

使师生

反思和警醒 。 校长应以积极的心态 、 发现的眼光欣赏既

有的故事
，

欣赏身边的人和事
，

关注学校生活的细微之

处
，

关注学生个体的点滴进步
，

最重要的是寻找教育世

界中的真善美 ， 不断为故事搜集素材 。

２ ． 确保故事具有吸 引力

世 界 著 名 心 理 学 家 、 教 育 家 霍 华 德 ■ 加 德 纳

（
ＨｏｗａｒｄＧ ａ ｒｄｎ ｅ ｒ

）
曾告诫领导者

，

所讲的故事应该具

有吸引力
，

这种吸引力取决于故事的创新程度和可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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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体现的程度 。 故事并非越新颖越具有吸引力 ，

太过

新颖的故事让人觉得古怪和 陌生
，

听众只专注于故事本

身却忽视了对领导者的追随 ： 太老 旧的故事会使听众感

觉索然无味 ， 难以引起共鸣 。 加德纳指出
，

领导者在进

行故事创编时
一方面应注重与既有文化中的故事建立联

系
，

使追随者产生共鸣
；

另
一方面应着力构想

一些新的

愿景
，

为追随者提供想象的空间 。

［
２

）

３ ． 恰当运用语言表达技巧

故事主要靠讲
，

语言表达能力是讲故事中最基本也

是最容易习 得的能力 。 想讲好一个故事
，

校长需要注意

语音清晰
、
语速恰当 、 语义流畅

，

井且应把握好故事中

的关键因素和重要节点 ，

能够通过
“

情声气
’ ’

的变化增

强故事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 讲故事不是独白
，

校长需要

在讲的过程中注意适时地与 听者互动 ，

引起听者共鸣 。

故事学 、 心理学 、 传播学等相关理论
，

也是校长为提高

表达水平应加强学习的内容 。

三 、 实现校长故事力 ： 从领导故事到故事领导

加德纳指 出 ，

领导力 是一种表达与行动 （ ｔ ａ ｌ ｋａｎ ｄ

ｗａ ｌ ｋ
）
的统一 ，

一位致力于创新变革的领导者应该具备

三种能力 ： 讲故事的能力 、 行动能力和执行能力 。

＂
１
３

１讲

故事的能力是指领导者善于创编故事 、 讲述故事并修正

故事 ； 行动 能力是指领导者能够身体力行 ， 以实际行动

向追随者展示他实现故事的过程和方式
；

执行能力是指

领导者稳步推进计划并在必要时依据实 际情况对计划

进行修改的能力 。 这三种能力与故事密不可分
，

共同构

架起故事领导力 。 校长应着重培养自身 的故事领导力 ，

从讲述生活故事 、 教育故事 、 领导故事开始 ，

培养故事

意识 、 故事思维
，
努力形成故事领导力

，

以故事领导力去

引领和改变他人 。

１ ． 将故事进行系统化整理

故事领导力要求校长有目 的地收集 、 创编 、 分类 、

使用故事 ， 运用故事把零碎的信息整合起来 ，

形成一种

共享 的 、 平等的 、 参与式的交流氛围 。 校长应努力尝试

将故事专题化 ， 如人物故事专题 ，

可分为教师的故事 、 学

生的故事 、 名人 的故事等 ；

将故事系列化 ， 按照故事的用

途划分为讲述学校发展历程的故事
，

展现学校发展愿景

的故事
，

以获得一种认同和融入 ； 将故事常态化
，

把专题

化 、 系列化的故事与校长办学治教管校的所有工作联系

起来 ， 与每个学期 、 每个学年甚至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

联系起来
，

形成常态化的领导故事 。

２ ． 要善于倾听和解读故事

故事领导力要求校长不仅要会讲故事 ． 还要会听

故事 。

校长一是要学会倾听 ，

主动倾听 、 用心倾听 ， 听学

生的故事 、 教师的故事 、 来访者的故事 、 其他学校的故

事
；

二是要学会绘制脑中的 图式 ，

把听到 的故事在脑中

勾勒出具象图式 ， 并尝试与其他故事的图式构建联系
，

形成故事图景
；

三是要学会在听故事过程中捕捉关键信

息
，

察觉讲者的要求和想法 ， 听出弦外之音 ， 如委婉的恳

请或间接的批评 。

３ ． 培育学校故事领导共同体

校长要充分发挥故事领导力 ，

通过故事发现人 、 成

就人 ， 在故事 中培养
一

批会讲故事 、 善讲故事的教育

人 。 校长不仅 自 己要 用故事感染师生的情绪 ， 激发师生

的积极行为 ，

促进师生形成合力 ， 加速学校发展 ；

还应引

导他人学会讲故事 ，

促进故事班级 、 故事学校 、 故事共

同体的形成 。 校长只有帮助他人学会讲故事
，

才能改变

自 己的人生故事
，

影响他人的人生故事 ， 成就学校的教

育故事 。 这才是故事领导最大的魅力 。

故事领导虽非校长必备的领导能力 ， 但若想提升校

长的整体领导能力和人格魅力
，

故事领导确是
一

种有效的

方式 。 故事领导力关键在于用故事领导 、 在故事中领导 。

校长要把故事融入学校管理与领导之中
，

对内改善人际关

系
，

激励师生正向行为
，

增强资源的利用率 ； 对外树立学

校品牌 ，

打造学校特色
， 用故事促进学校持续繁荣发展 。

诚然 ， 故事领导对校长开展领导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

但

其仍处在发展阶段 ， 还需在故事中不断修正和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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