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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导力的概念界定与价值意蕴探析

闫守轩，　孙雪聪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教育领导力是２１世纪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领导力的建设。

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能自然发展和盲目跟风，必须具有强大的

教育领导力进行顶 层 设 计 和 正 确 实 施。本 文 立 足 教 育“培 养 什 么 人、怎 样 培 养 人、为 谁 培 养

人”的根本问题，通过梳理分析中外教育领导力的相关研究成果，概括出教育领导力的基本概

念和特征，探讨教育领导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学校高质

量内涵式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的价值意蕴，旨在为培养大批讲政治、懂教育、会管

理的教育家型学校教育工作者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教育领导力；教育方针；基本概念；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Ｇ４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２－００９１－０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

是国之大 计、党 之 大 计。培 养 什 么 人、怎 样 培 养 人、

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

德。全面贯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培养德智 体 美 劳 全 面 发 展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班人。坚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发 展 教 育，加 快 建 设 高

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１］学

校教育 是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教 育 方 针 和 任 务 的 基 础 工

程，作为学校教育工作者，只有具有强大的教育领导

力，才能依据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科学吸

收借鉴国外教育先进经验，对学校教育进行科学设计

和正确实施，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贡

献聪明才智。

一、教育领导力的概念界定

教育领导力是２１世纪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各国都非 常 重 视 教 育 领 导 力 的 建 设。我 们 以“教 育

领导力”为主要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共检

索到５７篇 文 献（检 索 时 段 为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但 是，什 么 是 教 育 领 导 力？学

术界对此的理解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的概念。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就要先明确什么是领导力。

目前比较典 型 的 领 导 力 概 念 有：沃 伦·本 尼 斯 等 人

认为，领导力是一种品质［２］；德鲁克·彼得认为，领导

力就是与人打交道并影响他们的能力［３］；约翰·Ｃ．马
克斯韦尔认为，领导力就是影响力［４］；罗伯特·Ｎ．罗
瑟尔等人认 为，领 导 力 是 领 导 者 和 下 属 通 过 变 革 实

现组织目标的 影 响 过 程［５］；詹 姆 斯·Ｍ．库 泽 斯 等 人

认为，领 导 力 是 带 领 他 人 和 组 织 到 达 从 未 到 的 地

方［６］；我国学者刘峰认为，领导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特

殊的人 际 影 响 力，我 们 每 个 人 都 具 有 领 导 力 的 因

素［７］；李春林认为，领导力是领导者素质、能力及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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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等各个方面的总和［８］；周振国认为，领导力是各

种因素相互 作 用 而 产 生 的 合 力，是 领 导 者 在 实 现 领

导目标中体现出的一种特殊的影响力［９］。通过以上

观点可以看出，中西方学者对领导力的界定不一，这

一方面反映 了 领 导 力 概 念 的 复 杂 性，另 一 方 面 说 明

学者们对 领 导 力 概 念 认 识 的 多 样 性。但 是，大 家 都

公认领导力 是 一 种 人 际 关 系 的 影 响 力，是 领 导 者 与

被领导者等方面的组合效应。因此，我们认为，领导

力是领导者 充 分 运 用 影 响 力，影 响 和 激 励 被 领 导 者

并使之自觉 追 随，在 为 实 现 共 同 目 标 而 奋 斗 的 过 程

中所产生的一种能力和力量的总和。

领导力在 学 校 教 育 中 扮 演 着 不 可 或 缺 的 角 色，

每个教育工 作 者 都 具 有 潜 在 的 领 导 力，特 别 需 要 开

发和培养 其 教 育 领 导 力。对 于 什 么 是 教 育 领 导 力，

中外学者的理解也不一致。美国杜克大学前校长南

那尔·基欧 汉 认 为，美 国 高 校 的 领 导 力 是 制 定 或 明

确目标，并激励群体成员努力实现这些目标［１０］；美国

三一大 学 教 授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Ｓｅｒｇｉｏｖａｎｎｉ认 为，教 育 学

的领导力是 通 过 发 展 学 生 的 社 会、学 术 资 本 和 教 师

智力、专业资本进行能力建设［１１］；美国波士顿大学的

Ａｎｄｙ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等人认为，可持续领导力是一种广

布的和持续的能力，注重责任的分担［１２］；英国莱斯特

大学教育管 理 专 家 Ｔｏｎｙ　Ｂｕｓｈ认 为，教 育 领 导 力 不

仅仅是校长 或 教 育 机 构 领 导 力，也 包 括 学 校 中 教 师

的领导力［１３］；我国学者许国动等人认为，领导力在教

育领域中影响教育活动效果的各种现象称之为教育

领导力。教育领导力包括广义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的功能引领 力，狭 义 的 学 校 和 个 体 的 组 织 绩 效 力 和

个体卓越力［１４］。王 明 露 等 人 认 为，教 育 领 导 力 本 质

是影响力，是 教 育 领 导 者 改 变 教 育 客 体 的 认 知 与 态

度，促使其采取或放弃某种行为的能力［１５］；陈瑶等人

认为，校长教 育 领 导 力 是 校 长 各 种 能 力 和 素 质 综 合

生成的一种力量或影响力［１６］。

由此可见，中 外 学 者 对 教 育 领 导 力 的 概 念 界 定

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层次性。认为教育领导力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对教育的

影响力和引 领 力；狭 义 是 指 学 校 和 个 体 的 组 织 绩 效

力和个体卓越力。二是强调多样性。认为教育领导

力是一个复合概念，主要包涵学校领导力、校长领导

力、教师领导力、课程领导力、文化领导力、政治领导

力、道德领 导 力 等 维 度 的 集 体 行 为。三 是 强 调 集 合

性。认为教育 领 导 力 是 由 组 织 和 个 体 的 影 响 力、凝

聚力、创造力、推 动 力、发 展 力 和 绩 效 力 等 组 成 的 合

力。四是强调效能性。认为教育领导力关注的是领

导效能，通过 共 同 治 理 激 励 群 体 成 员 努 力 实 现 教 育

发展目标。五是强调可持续性。认为教育领导力是

一种可持续的道德领导力，注重公正和责任分担，实

施公正领导、延续领导和共同领导。

综上所述，结合中国教育领导力的实际特点，我

们可以尝试 给 教 育 领 导 力 下 一 个 定 义：所 谓 教 育 领

导力，是指学 校 教 育 工 作 者 基 于 职 位 角 色 和 自 身 素

质影响，引导和激励教师或学生自觉追随，在为实现

学校发展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能力和

力量的总 和。该 定 义 包 括 以 下 含 义：一 是 教 育 领 导

力是一个狭 义 的 概 念，它 主 要 是 指 学 校 教 育 工 作 者

的教育领导力，即学校主要施教方的校长领导力、教

师领导力等，校 长、教 师 是 教 育 领 导 力 的 主 体；二 是

教育领导力是一种影响力，它是指校长对教师、教师

对学生的一 种 能 够 使 人 心 悦 诚 服、自 觉 追 随 的 能 力

和力量，这是教育领导力的本质；三是教育领导力是

多种能力和 力 量 的 集 合，它 是 影 响 力、引 领 力、组 织

力、凝聚力、创造力、传导力、塑造力、推动力、执行力

等多种能力 和 力 量 的 合 力，这 是 教 育 领 导 力 的 主 要

内容；四是教育领导力是一种道德领导力，它注重立

德树人和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这 也 是 教 育 领 导 力 的 根

本所在。

二、教育领导力的价值意蕴

教育领导力的本质 是 教 育 影 响 力。由 于 所 处 国

度和文化氛 围 存 在 差 异，中 外 学 者 对 教 育 领 导 力 的

理解也不尽相同。理想的中国教育领导力应该是由

讲政治、懂教育、会管理的教育家型教育工作者共同

形成的合力。其中，校长领导力起着举旗定向作用，

教师领导力 起 着 灌 能 教 化 作 用，由 此 共 同 促 进 学 校

的内涵式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这是中国教育领导力的价值所在。

（一）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需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

一贯高度重视教育，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快推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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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成就

卓著。教育部２０２１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５２．９３万所，各级各类学历

教育在校生２．９１亿 人，专 任 教 师１　８４４．３７万 人［１７］。

但是，我们也 要 看 到，目 前 我 国 虽 是 教 育 大 国，但 还

不是教育 强 国。如 何 赶 超 世 界 先 进 教 育 水 平，加 快

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在党的教育发展大政

方针确立之后，对于学校发展来说，教育工作者的教

育领导力起着决定性作用。

建设教育强国既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远景

目标，也是 学 校 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中 国 教 育 强 国 战

略的实现，是一个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过程，既

要有顶层设计，更要有精心“施工”，没有强大的教育

领导力做 支 撑，是 难 以 实 现 跨 越 式 飞 跃 的。特 别 是

作为学校教 育 领 导 者 的 校 长，既 是 教 育 历 史 方 位 的

领航者，也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者，更是学校和

谐发展的协 调 者［１８］。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讲，校 长 强 则 学

校强。特别 是 大 学 校 长 的 愿 景 力、结 构 力、路 径 力、

均衡力、持续力等这些战略型教育领导力的关键要素

对学校的战略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２０１２年

教育部制 定 的《义 务 教 育 学 校 校 长 专 业 标 准》指 出：

校长要规 划 学 校 发 展，营 造 育 人 文 化，领 导 课 程 教

学，引领 教 师 成 长，优 化 内 部 管 理，调 适 外 部 环 境。

这里明确 了 校 长 领 导 力 的 含 义 和 作 用。同 时，校 长

领导力再强，如果没有教师领导力作保障，那么学校

强也只是 一 句 空 话，师 资 强 学 校 才 能 强。无 论 是 课

堂教学、课后 辅 导，还 是 课 程 改 革，都 需 要 教 师 有 较

强的教学 领 导 力。每 一 个 教 师 都 是 教 育 的 领 跑 者，

都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领导力［２０］。没有强大的教

师领导力，就不可能实现校长领导力，更不可能实现

学校可持 续 发 展。要 实 现 教 育 强 国，校 长 必 须 建 设

好学校，并引导教师教出好学生。我们要立足国情，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就必须

重视教育领导力。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按照教育

家的标准，培养和开发教育领导力，唯有如此才能实

现从跟跑到 并 跑 再 到 领 跑 的 转 变，从 而 引 领 和 保 障

学校健 康 快 速 地 发 展，为 实 现 教 育 强 国 打 下 坚 实

基础。

（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需要

努力办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是 事 关 千 家 万 户 的

民心工程。人民满意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也 是 衡 量 一 所 学 校 办 学 质 量 的 根 本 标 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强化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保障了人民受教育权益。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目前

我国教育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因此，“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必须有强

有力的教育 领 导 力 作 保 障，才 能 够 在 新 时 代 坚 持 以

人民为中心 发 展 教 育，把 教 育 摆 在 优 先 发 展 的 战 略

位置，用群众需求牵引学校发展、用群众评价衡量办

学成效，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科学谋划教育改革发

展的重大战 略，下 决 心 解 决 人 民 群 众 关 心 的 热 点 难

点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于学校来说，就是为学

生创造好的 学 习 环 境，使 学 生 学 有 所 获、学 有 所 成。

从一定意义 上 说，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 就 是 要 办 好

学校。办好学校的关键是要有好校长和好老师。人

们常说，好校 长 是 一 所 学 校，好 老 师 也 是 一 所 学 校。

好学校的标志是什么？有人说好学校就是让学生乐

学、会 学、学 好，让 教 师 乐 教、会 教、教 好。要 做 到 这

一点，学校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过硬的

教学能力，更要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事业心、责任

感。因此，校长必须着重提升价值领导力，把握正确

的办学方向，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个 根 本 问 题，全 面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为 党

和国家输送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必须提高

教学领导力，要 遵 循 教 育 规 律，坚 持 改 革 创 新，提 高

教学质量，用先进的课程理念引领学生，使学生明确

“为何学、如 何 学、学 什 么”的 根 本 问 题，更 好 地 帮 助

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三）加快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需要

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是教育的本质要求和发

展趋势。党的 十 八 大 以 来，我 国 学 校 发 展 逐 渐 摆 脱

了依靠财力投入、数量增长、规模扩张的外延式粗放

型发展模式，走 上 了 依 靠 激 发 活 力、优 化 结 构、强 化

特色、增强 实 力 的 高 质 量 内 涵 式 发 展 道 路。学 校 高

质量内涵式发展，是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遵循教育

本质属性和 发 展 规 律，以 提 高 学 校 发 展 质 量 和 效 益

为目的，以激活学校内部因素为动力，促进学校全面

进步。要走好 学 校 高 质 量 内 涵 式 发 展 道 路，就 需 要

提升学校教育工作者的教育领导力，在办学理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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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规划、教师 素 质、教 学 质 量、学 生 培 养 等 方 面 有 新

思路和新突破，打造出优质的学校品牌，克服学校管

理同质化、特色发展不足等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够赢

得社会的赞誉和信任。

实现学校 高 质 量 内 涵 式 发 展，要 树 立 特 色 立 校

的办学理 念。高 质 量 内 涵 式 发 展 是 一 种 特 色 发 展，

需要具有远 大 抱 负、深 邃 思 想 和 教 育 情 怀 的 教 育 专

家来完成。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校长具

有强大 的 教 育 领 导 力。Ｈａｒｒｙ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认 为：“使

命是对学校 目 标 和 特 色 的 简 单 陈 述，是 指 导 学 校 发

展的准则 和 价 值 观。作 为 一 名 教 育 领 导 者，你 需 要

明确领导力、使命、价值观、愿景和战略等，并与之保

持一致。”［２１］校长是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领航者

和推进者，是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因素，必

须具有敏锐 的 教 育 形 势 洞 察 力、先 进 的 教 育 理 念 吸

纳力、科学的教育目标引导力、独到的学校特色开发

力、完善 的 战 略 规 划 设 计 力、复 杂 的 教 育 资 源 协 调

力，要打造独具特色的教育品牌，全力推动学校教育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教师是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的基础，必须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完

善课程体系，加 强 教 学 过 程 管 理，抓 好 教 学 质 量，构

建快乐课堂，推 广 快 乐 教 学，激 发 学 生 学 习 兴 趣，培

养学生学习能力，让学生在享受学习中全面发展、快

乐成长。

（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

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其核

心是培养一 代 又 一 代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保

证党和人 民 的 事 业 后 继 有 人、薪 火 相 传。习 近 平 总

书记指出：“培 养 什 么 人，是 教 育 的 首 要 问 题。我 国

是中国共产 党 领 导 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这 就 决 定 了 我

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根本任务。”［２２］要 完 成 这 样 艰 巨 的 任 务，学 校 教 育 工

作者必须具 有 强 大 的 教 育 领 导 力 才 能 够 不 辱 使 命。

教育领导力是教育工作者的核心素质和能力。作为

校长，其主要任务是将自我领导力转向群体领导力，

努力带领教师，进而带领学生甚至家长，找到前行的

航标和远方 的 灯 塔［２３］。教 师 不 仅 要 传 播 知 识、启 迪

智慧，更应该具有强大的教育领导力，懂得如何组织

课堂、改进课 程、循 循 善 诱 引 导 学 生 成 长 成 才，这 样

才能够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 人 的 活 动。真 正 的 教 育 不 是

知识的灌输，不 是 绝 对 地 服 从，而 是 唤 醒 懵 懂，激 励

上进，点燃希望。作为教育领导力主体核心的校长，

一定要把立 德 树 人 作 为 首 要 任 务，通 过 组 织 学 校 各

方面力量 促 进 学 生 健 康 成 长、立 志 成 才。教 师 是 人

类灵魂的 工 程 师，不 仅 需 要 静 心 教 书，更 要 潜 心 育

人，要立志做“大先生”、教“大学问”、育“大英才”，用

自己的渊博 知 识 和 优 秀 品 格 影 响 和 带 动 学 生，做 学

生学习的 引 路 人 和 人 生 导 师。教 育 家 陶 行 知 认 为：

“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的手里操着幼

年人的命运，同时也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２４］“你

若把你的生 命 放 在 学 生 的 生 命 里，把 你 和 你 的 学 生

放在大众的 生 命 里，这 才 是 尽 了 教 师 的 天 职。”［２５］由

此可见，教 师 的 任 务 就 是 为 知 识 赋 予 生 命。教 育 不

应是简单地传授知识，更应融入教师的使命和情感。

从一定意义上说，教师是学生学习的领导者，教师的

使命是优化 学 生 的 学 习，通 过 领 导 课 堂 教 学 提 高 学

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发展教师领导力，不仅能为教

师成长提供 新 的 动 力，而 且 能 为 学 生 健 康 而 快 乐 地

成长、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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