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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校管理体制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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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中小学校管理体制研究总体上分为自主研究和借鉴西方 “校本管理”研究两个阶段。前一阶 

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由于受到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学校管理体制处于一种被动研究状态，后一阶段特 

征主要表现为受 “校本管理”思想中 “自主”和 “共同治理”等理念的影响而自觉主动地吸收借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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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体制研究是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和学校发 

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同时也是提高学校管理科学性 

和效率的一条关键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研究 

者相继投入到学校管理体制研究之中。学校管理体制 

的研究经历了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初 、2l世纪 

以来两个阶段的高潮期。本文试图对我国有关中小学 

管理体制的研究进行梳理，厘清中小学管理体制的发 

展脉络，以促进我国学校管理体制的不断改进，并提 

高学校管理的效率。 

一

、 我国对中小学校管理体制的自主研究 

1．对学校管理体制内涵的界定研究 

陈振原先生认为： “学校管理体制是学校系统的 

管理权限、职责、隶属关系、机构设置和组织制度等 

多方面集合的机构体系。”Ill王世忠先生认为： “学校 

的管理体制是由学校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两个要素所 

构成的学校领导体制、执行体制、咨询体制和监督体 

制四部分构成，其中的领导体制处于核心地位，因为 

它规定了学校管理体制的性质，以及学校由谁决策和 

怎样决策等。”121此概念把学校管理体制的内涵界定 

为四个相互联系和首尾相衔接的系统，对后来的研究 

具有很大的影响。萧宗六先生指出： “学校管理体制 

包括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人 

事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等。” 从这些不同的界定中， 

可以看出学校管理体制具有多层面和多侧面的特点， 

而针对学校本身的独特个性，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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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从中可以概括出它 

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即学校的管理体制主要包含学校 

的领导体制，而领导体制的确定就能够为学校管理机 

构、管理制度等方面找到合理的基础，因此对学校管 

理体制的研究关键是理顺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问题。 

2．对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研究 

陶西平先生认为 ： “中小学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 

革的基本思路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在大力改善教育 

的外部条件的同时 ，搞活学校的内部机制 ；而要搞活 

学校的内部机制，又必须在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同 

时，改革学校内部的劳动、人事、分配制度。”l4-他 

认为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是和人事制度、劳动分配制 

度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合理之处，但是可能忽视了 

学校内部的这些制度不是学校自己本身所能赋予的， 

而正是需要外部给予放权的结果。陈孝彬先生以为： 

“从学校自身的自组织状态出发理顺学校内部的关系 

使学校朝着 ‘责任一利益共同体’的目标前进；在学 

校的人事权、干部任免权、分配权上给以学校更多的 

自主，让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决定他们自身的发展走 

向。”l 5_他认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不是学校 

自身所能决定的事情，需要政府适当放权，使学校重 

获自组织状态，从而使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定位学 

校的发展。因此，他还是赞成通过对外部条件的改善 

来促进学校自身的解放。 

3．对校长负责制的研究 

萧宗六先生把校长负责的内涵界定为： “上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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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导，校长全面负责，支部保证监督，教工民主管 

理。”161萧宗六先生提出了四要素的学校内部管理体 

制，推动了我国学校管理体制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若 

要用王世忠先生的学校领导体制应该包含四个系统来 

看，这四个要素是存在一些缺憾的。校长作为学校全 

面负责的关键环节，其权力的监督和审议是党支部所 

不及的，特别是在教工民主管理还相对不健全的中 

国，这个四要素组成的校长负责制，更容易导致校长 

独断专权的问题。黄德平先生在比较西方校本管理与 

我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中小学实行校长负 

责制，在学校层面，校长之上多没有更高一层的决策 

机构 (在一些民办学校或者转制学校，校长之上还有 

校董事会)，校长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决策与 

执行职能没有分开。 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 

败，同时校长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也不利于其积极 

性的发挥。 

随着研究者的逐步深入研究，对于学校内部的管 

理体制问题也取得了更多的进展，而不仅仅停留在对 

校长负责制的探讨之中。李继星先生在分析现阶段我 

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制度时，将学校的管理组织机 

构划分为决策、执行、咨询与监督四类。181王宁宁在 

对我国经济和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进行研究的基础 

上，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对我国中小学内部治理结构 

提出了基本的模式，即建立理事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 

力机构，具有最高决策权；建立以校长为核心的学校 

管理执行机构；建立以党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为内容的监督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小学内部 

的治理结构的保障机制，即强调依法治校是关键；建 

立健全激励机制是基础；政府放权是基础。191 

总之，我国学校管理体制研究历经了60多年的 

发展，取得了一些相对突出的成绩，逐渐找到了适合 

我国国情的 “校长负责制”。但是由于研究者对体制 

问题的探讨通常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制约成分比较 

大，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忽冷忽热的现象，导致研究出 

现延续性不强和深度不够等问题。研究中存在 “一边 

倒”倾向，即研究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过多，而相关 

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通常只是一笔带过。 

二、新时期西方 “校本管理”思想对我国学校管 

理体制研究的影响 

进入 2l世纪，由于受到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 

我国学校管理体制中校长负责制下教师积极性、创造 

性受到抑制和政府对学校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问题 

逐步引起了学校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注。随着 “政府 

再造” “开放系统”等理论的影响，人们对学校的管 

理体制产生了更多的质疑，要求重新审视当前的学校 

管理体制。与此同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都 

在积极探讨如何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相对平衡的学校 

发展、运行和制约机制。但是学校管理体制围绕着权 

力的收放总是陷入 “一放则乱，一收则死”的怪圈。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向国外寻求理论和实践指导成 

为了现实的选择。其 中对 “校本管理”的引鉴最多， 

力图通过校本管理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促进学校的自 

主发展。 

关于校本管理，毛亚庆指出： “教育的主管部门 

将其权力逐渐下放给学校，给予学校一定程度上更大 

的权力和自由，使学校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学校的 

具体情况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学校财政预算、课程的 

设置、教科书的选择、学校人事决策等方面的改革措 

施，从而达到变革学校已有的管理体系，优化学校教 

育资源，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校本管理强调学 

校成为学校日常事务的决策主体和学校未来发展的改 

革主体。从中可以看出，概念主要强调的是对学校自 

主管理和共同决策的尊重，学校因校制宜，以学校师 

生为本的管理理念，政府将权力回归学校，落实学校 

的完全法人实体，政府负责宏观调控、督导和评价等 

机能。这是学校管理体制由 “外控形态”向 “内控形 

态”的转变。事实上，对校本管理的推崇体现了学校 

管理体制研究的转向，转向系统管理理论和人本管理 

理论。但是校本管理毕竟是舶来品，东西方的文化和 

历史传统差异较大，是否能克服 “水土不服”的问题 

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叶海英和王德清认为，从体制上说，我国校本研 

究、校本培训和校本课程开放目前还处于起步甚至未 

开始阶段；从经济角度上说，我国存在多种形式的学 

校经营模式，这些模式的存在需要具体分析；从权限 

上说，由于学校经营模式多样，权力的下放也势必会 

存在差异；从关系角度上说，校本管理本土化需要认 

清三对关系：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关系、与校长负 

责制的关系、与依法治校的关系。总之，我们需要进 
一 步理性思考校本管理的本土化。lll J易希平提出了 

质疑，校本管理的特点是 “自主 +共同决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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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包含了财政、人事和课程三方面；共同决策强调 

的是教师、家长、社区和学生的参与，这些方面是否 

符合我国学校现实的状况，特别是我国长期以来受 

到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影响，校长和教师包括家 

长、社区都失去了参与的自觉和权力的争取，这势 

必会导致结果的不明晰。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校本管 

理的功能往往是一种假设，是一种价值预设，往往是 

用抽象的价值判断代替具体的事实判断。1121胡惠闵 

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权力是否下放给学校，即如何 

在外控式管理和内控式管理之间取得制衡的问题 ；学 

校应该拥有哪些权力，学校获得权力后如何支配这些 

权力。『” 

总之，当前校本管理的思想已经开始对我国的基 

础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东部沿海教育相对发达 

的地 ，对校本管理的推崇和实践更是不断涌现。对 

于改革中的教育，特别是学校的管理体制问题到底何 

种理论更具生命力和价值，关键需要实践的检验。每 

一

个理论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关键就看我们如 

何趋利避害，达到我们追求的目标。校本管理亦如此。 

学校管理体制的研究需要在进一步明确内涵的基 

础上，对学校内部的决策、执行、监督 (反馈)和咨 

询四大系统进行全面的定位和赋予它们各自相应的职 

权和义务，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认权力和义务，以 

便于依法行使职权。对于学校内部的领导制度、人事 

制度、分配制度、劳动制度等问题，需要在科学论证 

和试行的基础上明确相应的权责问题，并以法律法规 

的形式给了确认，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和违法必 

究。住自主创新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借鉴英国、美国 

等国家的 “特许学校”制度建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 

的中小学管理体制，使学校管理体制更多样化。 

(作 者单位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 南宁 ， 

530022) 

参考文献： 

[1]陈振原．现代学校管理学 [M]．长沙：湖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1． 

[2]王世忠．学校领导体制研 究中的一个盲点一 ～ 

如何认识副校长的地位和作用 [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 

(8)． 

[3]萧宗六．学校管理学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 ．2000． 

[4]陶西平．关于学校 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J]． 

中小学管理，1989(1)． 

[5]陈孝彬．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 [J]． 

中小学管理，1994(6)． 

[6]萧宗六．校长负责制的提 出及内涵 [J]．中小学 

管理，2000(11)． 

[7]黄德平．西方校本管理与我国学校管理体制的比 

较 _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3(8)． 

[8]李继星．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论纲 [J]． 

教 育理论与实践 ，2005(3)． 

[9]王宁宁．我国公立中小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10]毛亚庆．应注重以学校为主体的校本管理 Ⅲ ． 

教 育研究 ．2002(4)． 

[11]叶海英，王德清．校本管理本_L4L的理性思考 I J1． 

教学与管理 ，2006(2)． 

[12] 易希平．校本管理未必是一朵结果实的花 Ⅲ ． 

校长阅刊 ，2007(4)． 

[13]胡惠闵．校本管理再认识 Ⅲ ． 当代教育科 学， 

2006(8)． 

” “ 。 ”．卜。 ” ” ” ”_卜” “ 。_卜 -卜。 。 。 。 + 。 。-卜。 。 ” 。 。 。 -卜。 ” “ ” 、 

十 + 

； 本刊声明 i 

j 为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的交流渠道，加强知识信息的推广力度，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 ! 
{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CNKI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 { 

j 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及相关稿酬，本刊均用作为作者文章发表、出版、推广交流 

； (舍信息网络)以及赠送样刊之用途，即不再另行向作者支付。凡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即 ； 

{ 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 。+  +  + 。+  + ．+  +  + ．．+  + ．．+ ．．+ ．．+ ．．+ ．．+ ．．+ ．．+  十 ．．+  

18 ．垂砧磊崎碍元 2014年5月(Tg-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