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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在三十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历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转

折”、“一个追求”，在这段“转折”和“追求”中，我们树立了“两

个目标”和“一个计划”，结果却陷入了“一个困境”［1］。在“困

境”中，无论是学界开展的“内涵式发展”路径探索，还是实践

界“本科教学工程”的深入推动，这一切都直击高等教育质量。
在高等教育后大众化背景下，教育质量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

的现实挑战，更是迎来理论创新的机遇。
21 世纪初，高等教育在经历了短暂的“求全求大”改革浪

潮后，便进入了理性审视阶段。高等教育改革政策伦理目标从

关注宏观公平走向中、微观公平，以及个体内心世界的生成，

这是未来高等教育改革旨在促进质量提升的必然趋势和路径

选择［2］。同样，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遇到的瓶颈为院校发展敲

响了警钟。院校发展也将从量走向质的阶段，这是新一轮院校

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的院校发展将从质的宏观走向中观和

微观［3］。从宏观到中观最后落脚于微观，这是高等教育质量

提升的逻辑理路。而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即是这一逻辑理路

的微观表现，也是改革与发展的逻辑归宿。
教学领导力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着“学校效能与

改进”运动的发展，教学领导研究成为继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后

美国教育管理研究风潮对西方国家教育管理界的又一次重大

影响［4］。强有力的教学领导力是有效学校的核心特征，是影

响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是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力

量［5］。然而，对于教学领导力的研究多将关注点放置于校长身

上，作为教学领导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教师却未能得到垂青厚

爱。美国学者萨乔万尼曾指出，教师也能够显示出教学领导力

行为，在学校这个层面上，校长是教学领导力的基础［6］。于

是，通过教师教学领导力视角研究课堂教学有效性成为了一

个新的研究点。
以“本科教学工程”的实施为背景，基于对目前高校课堂

教学现状的反思，本文拟从高校课堂这一场域对教师教学领

导力内涵进行分析，明确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要素与

功能；通过对领导力要素的梳理，指出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

力研究已成为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和实践方向。

二、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内涵、要素
与功能分析

1. 内涵：从单一走向多元

有效学校研究的出现，教学领导力成为校长领域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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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经历了兴起、削弱和再度回潮三个时期［7］。在这样的发

展历程中，教学领导力的内涵认识也在不断演变和深化。
从专业领域来看，教学领导力的上位概念是教育领导力，

而且教学领导力是教育领导力中学校领导力的核心［8］。从学

科领域来看，教学领导力的上位概念是领导力，是教育管理学

与管理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目前教学领导力的认识仅限于学

校领导力的层面。理解教学领导力内涵，应清楚不同场域下的

教学领导力层次。在中小学学校领导力场域下，教学领导力层

次如图 1 所示；在高等院校场域下，教学领导力层次如图 2 所

示。因此，大学场域下教学领导力更应从院系主任和教师这样

的主体来探讨，这和中小学侧重校长教学领导力有着场域的

差异性。

从实施主体与场域看，教学领导力呈现层次多元化，内涵

个性化和复杂化。其中，影响广泛的是美国学者菲利普·海林

杰和贾思铂·墨菲提出的“三维度、十职能”模型，它从行为和

职能两个线索上界定了教学领导力的内涵和成分，直接与非

直接的教学领导行为都得到了体现，结构清晰，组织文化、干群

关系、教师激励等情境性因素也得到了适度的关照［9］。到 20
世纪末受建构主义影响，出现了质性研究方法对教学领导力

内涵的实证分析。进入 21 世纪，教学领导力研究加强了以学

习为中心取向。这种二维分析框架不仅关注校长教学领导力

活动本身，而且强调将教学领导力行为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联系起来，体现了鲜明的结果导向和质量意识［10］。
国内对教学领导力界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者影响教

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有效协调课程与教学，以实现学校教

学使命和愿景，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能力［9］；另一类是教

学活动主体对教学活动施加影响以使教学活动有效运转进而

取得预期目标的一种力量［11］。前者是狭义的中小学校长教学

领导力；后者是一种广义的教学领导力，体现了实施主体和实

现场域的多元化。本文更倾向于广义的教学领导力，从教学领

导力实施主体和实现场域的角度，进一步探索教学领导力的

要素领域。

2. 要素：从孤立走向整合

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要素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测评指

标体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这里仅从要素的宏观方面进行简

略的阐述。教学领导力的内涵由于其层次的多元化决定了内

涵的广泛性。任何教学领导力的内涵都应充分考虑实施主体

和实现场域。所以，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是教师教学影响

力、学生对教师愿景的追随力和课堂教学文化交互作用的结

果。它是学校领导力的微观表现，其内涵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场域和主体的规定性；二是教师教学领导力实现过

程的系统性；三是体现了大学教学、学术师承与文化传承三大

功能。
通过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内涵界定，它的组成要素

得以凸显。通过三个方面交互作用，实现教学活动任务，达到

有效课堂教学的目标。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通过领导力

的视角，不仅注重三个环节对教学任务实现的影响，而且更加

注重三个环节对教学任务提升的交互作用的机制原理，以此

实现课堂教学有效性要素的系统整合，实现高校课堂教学形

式与内容的整合。
3. 过程：从学校走进课堂

校长教学领导力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理解［12］，

前者涉及所有影响学生学习的活动［13］，如资源提供、教学资

源、协调者和分析学校现状等四个方面［14］；后者仅限于直接

影响课程、教师教学、教师发展和指导行为［15］。无论是广义还

是狭义，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目标是协调和激励学校中的员工

和学生达到目的和创造一个有效的学校［16］，最终是为提升学

生学业成就服务。这一目标通过校长教学领导力更多的是间

接实现。因此，从高校课堂这一微观层面来看，教师教学领导

力是直接影响学生成就的主体。教师教学领导力是要通过自

我发展带动学生全面发展，并且形成积极的教学文化机制。教
师教学领导力是校长教学领导力的衍生和发展，是学生发展

的直接因素。但由于目前国内外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不足，更

多地只能从校长教学领导力角度进行梳理，以期对高校课堂

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起到借鉴作用。从校长到教师这一实施

主体的变化，其实质就是从中观走向微观、从学校走进课堂，

也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1）实施主体维度的关注 实施主体是指教学领导力的实

施者，即领导力的实现者。目前，国外对教学领导力实施主体

的关注多集中在中小学校长身上，认为校长教学领导力就是

识别学校愿景和使命、规划和管理教育、员工发展、监督与评

价教学过程以及创造和发展积极的学校氛围。它的作用一方

面是优化学校结构，另一方面是领导力行为影响员工关系，从

而促进员工对教学更加投入［17］。校长基本职责表现为肩负提

升学生学业成就的使命而实施有利于有效教和学的行为［17］。
另外，校长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要想实现教学领导力就必

须授权［18］。授权的途径是形成有力的领导力团队帮助识别和

更好地服务教学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如父母期望、市场需求、
高等教育要求和政府教育目标等［19］。

教学领导力起初被认为是学校校长众多角色中的一种［19］。
但有研究指出作为管理者的校长也应该具备作为一个教师的

知识和技能，比如理解个体学习的需要、组织和社会环境及其

图 2 大学不同层次教学领导力

图 1 中小学不同层次的教学领导力

注：图 1 资料来源：李冲锋.教师教学领导力的开发［J］.当
代教育科学，2009，（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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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鼓励学习专业技术和合适的任务、激励个体改善自

我和加强认可和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学习。这些行为的主要

目标是组织学习环境和加强教—学的过程。教学领导力开始

被理解为教和学过程中的能力［17］。
（2）实施客体维度的关注 实施客体是指追随者的追随

力。目前，在领导力理论中，追随力已经成为关注的对象，其核

心是追随者的类型将影响领导者领导力的实现和发展。从教

学领导力的研究情况来看，仍停留在领导者的角度，大部分校

长教学领导力强调校长需要使用一定的技能，刺激和领导所

有影响学生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校长通过改善与利益相关者

的关系，这种关系帮助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20］。显然，校长教

学领导力的实现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实现起到间接的作用。当

然，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实现还需要对教师这一重要追随群体

进行关注，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实现教师的信任［18］。也有研究

关注根据教师观点反映校长领导能力，校长教学领导力与学

校类型和校长专业是否相关［17］。
（3）交互载体维度的关注 交互载体是指领导力实施主、

客体所处的情景，即领导力实现与发展的环境维度。目前研究

发现，涉及改善教和学过程的特定教学领导力对学生学业成

就是有效的。这也是狭义的教学领导力概念更能为人理解的

缘故。这种教和学的过程就是教学领导力实现的环境要素。还
有学者关注到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和学

生学业成就有关。研究还显示，教师对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的

理解对学校学习氛围的改善与学生学业成就高相关，而校长

自身对教学领导力的理解是没有显著作用的。学校情景在校

长教学领导力和学生学业成就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微观上，

学校使命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与阅读成绩具有高显著性［18］。
可以说，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是通过学校情景变量间接地影

响到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21］。校长教学领导能力的影响因素

涉及学校类型和校长专业领域。研究结果表明，校长应该创造

更加民主的氛围［17］。这是指校长教学领导力实现的专业背景

和学校地位。
在教育管理领域，教育领导力研究备受关注，有关理论和

模型的研究非常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在学校管理中，人的因素

具有重要的意义［22］。但是这种关注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导力的

现状研究，很少关注学校校长在过去历史时期的类型［23］。究

其原因，校长在其他领域与当今学校管理和社会历史有关的

领导力和职业经历文献相对缺乏［24］。
（4）实施效果评价的关注 实施效果评价是指教学领导力

的实现与发展，这是目前教育领导力领域亟须深入探讨的方

面。虽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为与学生学业

成就之间具有高相关性，但教育系统基于校长教学领导力行

为的评价尚未进入政策视野。当然，是否关注特定的标准行为

对学生发展有益尚未进一步证实［18］。也就是说，校长教学领

导力走向实践还需要教育领导者和政府给予更多的理解，不

能忽视实践对教学领导力评价的重要方式，因为通过研究和

阅历评价教学领导力强调的是教学领导力必须是可观察到的

实践和校长能够实施的行为［25］。
4. 功能：从困境走向突破

（1）解构与延异：大课堂教学有效观 教学领导力功能的

最终目标是提升教学有效性。教学有效性的出现源于 20 世纪

上半叶西方教学科学化运动，我国有效教学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随着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教育

质量问题备受瞩目。于是，有效教学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

在。无论从教育经济学、教育学还是教学的内部结构看，教学

有效性都具有过程性和复杂性的内涵，并呈现出模糊性、发展

性和多元性的特点，这就使得对教学有效性的界定陷入了困

境；与此同时，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学领导力又存在着发生

场域的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有效

性的标准与模式。于是，要对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形成科学的

理解与理性的认知，其前提必须要对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进

行解构。
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效性多是基于教师的角度，将有效教

学的影响因素归结为教师的知识（学术水平）、教学观念、教学

能力、教学机智以及教师对课堂教学时间的有效使用（时间投

入）等方面［26］。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科

教学目标的完成和课堂发生场域的固定，课堂教学有效性应

该使延异现象发生，即通过课堂教学过程的影响，延缓到学生

第二课堂中，把在课堂上精神对话后的愉悦和满足带到课外

实践活动行为中，实现大课堂教学有效观，这就是教师教学影

响力的持续性体现。
（2）教师生命实现：教学能力的聚焦 “本科教学工程”的

实施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必然选择。如今大学课堂陷入的

困境无疑与教学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密切相关。可见，对大

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

对教学有效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中小学，大学课堂场域因其

更具复杂性而少有涉足，这也是高校课堂教学领导力尚未形

成的直接原因。
近十年来，我国“有效教学”问题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

和繁荣三个阶段［27］。有关教学有效性成果无不提及教师的作

用。然而，这些研究对教师的指涉，其意在学生成长，而非是对

教师教学生命成长的关照及对教师个体的伦理关怀。在大学

课堂教学有效性过程中，如果不能从教师教学生命成长历程来

关注教师发展，不仅违背教学改革的逻辑环节，而且无法真正

解决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问题。因此，教学有效性提升

离不开教师教学生命的关照，抛却教师发展的课堂教学有效

性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
同时，教师教学生命发展历程，与教学能力提升息息相

关，教师教学生命发展影响着教学能力的形成。然而，现今对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认识，还停留在共性化阶段，致使教师发

展和教学评价陷入僵局。由此可见，这是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

问题的新生点，值得深入探讨。
（3）教师的自我实现：超越知识的追随 课堂教学有效性

无不提到构建良好师生关系，从教学领导力的角度看，就是形

成领追型的师生关系。然而，对关系形成的途径却未有更加深

入的认识。传统课堂教学有效性大都以知识传授为标尺，这是

一元智力观的假设；而现代大学课堂教学有效性则是以成功

智力观为理论基础。斯腾伯格认为，成功智力包括分析性智

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个关键方面。这一理论体现了

大课堂教学的有效观，充分彰显了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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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认识。
高校课堂教学有效性实现领追型的师生关系，首先需要

超越学科知识的追随。教师的学术信仰应该融入到课堂教学

始终，使教师学术追求愿景和学术信仰与学生追随力类型相

匹配，真正实现超越知识的学术愿景的追随，以此反馈给教师

的是学术生命的满足和实现，进而最终延续到课堂内外，形成

学术一脉相承的学术流派，实现师生领追关系。这是教师教学

生命的卓越追求，更是经师与人师融合的体现。
因此，在大课堂教学有效观的指导下，通过师生同益发展

的课堂有效性的伦理关怀和学术信仰共同愉悦下的师生领追

型关系的形成，从而形成积极的教学文化，产生课堂教学有效

性的共同体。这里的教学共同体涉及教学、学术和文化，并且

使大学使命形成连续统一体，实现教学、学术和文化传承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得以集中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教学改革的逻

辑归宿应该回归课堂教学的观点。

三、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未来
趋势

在对教育质量持续关注的影响下，丰富和发展教师教学

领导力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高等

教育场域下，在成功智力发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高校课堂教

师教学领导力对大学课堂改进，直至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然而，关于教师教学领导力的

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国内外学界对其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因

此，该领域在未来尚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可供涉足，未来研究趋

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研究内容与视角

通过领导力的要素分析可以看出，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

导力需要对教师教学影响力、学生追随力和教学文化这三大

因素进行系统性整合，才能建构起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

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随着研究视角的日益多元化，该研

究领域也将愈发的丰富与成熟。也就是说，研究领域的丰富和

发展依赖于研究视角的多样，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的出

现就源于多学科的交叉。当然，这也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多元视

角审视同一问题，从而不断创新和丰富各个学科领域的需要。
不管基于何种领导学理论，无论是共性的领导力研究，抑

或是特殊的领导力探索，关于领导力的探究，已然从某一方面

如对特质、行为、伦理、价值、道德和文化等的研究，发展到了

对领导力概念视野下的实施主体（领导者）的领导力、实施客

体（追随者）的追随力、实施环境要素以及三者交互作用实现

的影响力程度即领导力效能。
从领导力概念深化的认识上来看，无论是具体职位、团

体、社团和组织，在追求卓越过程中，赋予实现其目标的影响

力，而这种目标和影响都最终归结到个体人的因素上。也就是

说，领导力已不再仅仅高居于领导职位，已经从神圣、绝对服

从和命令的权力作用走向个体实现其卓越追求的平凡、合作

和授权的权威影响力，领导力已成为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从领

导力形成和开发的角度来看，领导力已经从经院式苦思冥想走

向了在实践中提升的道路。正如美国学者萨乔万尼所言：“毕

竟，领导力的实质是行动。”［28］

2. 研究范式

研究领域成熟发展的重要表现就是研究范式的建立及其

研究方法的成熟运用。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

导力研究领域的发展，需要对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的成熟研究

范式进行借鉴与参考。
教学领导力是领导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交

叉研究领域。这些领域成熟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实证主义和自

然主义下的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同时，目前比较先进的研究

范式是实用主义下的混合方法论，即量化和质化的整合研究，

崇尚的是资料来源的三角验证。当然，第三种研究范式尚处于

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
因此，在开展高校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过程中，除了加大

量化研究以外，还要重视质化研究，毕竟领导力具有实践中发

展的特性，这就需要关注更多的情景性因素。尤其高校课堂教

师教学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文化，民族志方法就是

探讨文化模式较为适宜的方法。当然，由于高校教师教学领导

力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理论体系非常薄弱，需要大量的理论

探索工作，这就离不开扎根理论。另外，这里的领导力内涵已

经从领导职位神坛走向个体追求卓越。所以，常人方法论也是

需要深入关注的。总之，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研究领域的

发展，需要通过量化和质化的共同发展以及二者的整合，才能

逐渐使研究领域丰富起来，并不断走向实践操作层面，为高校

课堂改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这里仅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宏

观方面进行发展趋势的展望，高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因其

高校教学领导力层次复杂性，必然与大学校长、教务处长、二
级院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各级领导职位发生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中小学校的教学领导力。所以，高

校课堂教师教学领导力未来研究的发展充满了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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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with the View of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College

LIU Yu，XU Guo-dong
（Teaching Councilor Group，Guang 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Guangdong 510521，China）

Abstract：The promotion of higher education’s teaching quality depend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we found that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path involves teachers，students and teaching environ-
ment，but it’s difficult to form resultant force mechanism. But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can form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The teachers’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have the view of effective class-
room teaching，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life，and help form the leding after relationship of the a-
cademic vis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search on the teachers’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n university classroom has
become a special field of study and practice direction.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educational quality；effective classroom；effective teaching；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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