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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大业与学校卓越之道 
——新加坡教育启示 

      吴国平  

   （镇海中学 校办，浙江 宁波 315204 ） 

摘 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能够克服自然资源上的先天不足，取得快速发展，对学校教育有着诸多启示。

从精神层面上说，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可以让一个国家走向成功，同样也能促使一所学校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理

念，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精神是引领，有效执行是关键。新加坡透明的机制、严格的管理、尊重个性发

展的教育体制，无不启示着我们制度创新和有效执行的重要性。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人才，对于学校来说，整合人

力资源，改革用人机制，强化人才培训，才能给自身的持续发展注入鲜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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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历史和地理并没有赋予太多太

好的天然基础，但他能以小“博”大，取得卓越的成功

虽是由很多因素综合形成的，新加坡自独立后，一方面

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发

展教育，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建立了以“分流制”和“双

语教学”为核心的适合国情的基础教育新体制，引进新

的课程，以富有弹性的教育制度给学校更多的自由，给

学生更大的空间在人格、体能、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

展，为新加坡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力资

源。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如同一个大型的组织，其

成功之道可以为很多的组织学习借鉴。 

一、忧患意识、进取精神和价值观 

在新加坡，能强烈感受到国民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

精神风貌，这种精神状态是多年文化积淀自然流露的，

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更多的是意识、观念、思想、精

神等的积极作用力的结果。作为一个自然禀赋弱势的小

国，新加坡上至国家元首下到普通民众其精神世界里每

时每刻都涌流着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未雨绸缪，

追求卓越，奋斗不息。而且这种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又

衍生出一系列独创性的理念与价值观以及相应的优秀的

民族品格，譬如他们的 1991 年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政府

的执政理念、外交原则、新加坡经济的心耕历程等等，

正是这些核心价值观将新加坡融合成一个具有强大精神

张力的国家，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翘楚。 

学校特别是名校的发展其实也是这样，竞争永远不

会消失甚至只会越来越残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

果满足于名校历史或现实的辉煌，不思进取，不谋新路，

衰落乃至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参观新加坡华侨中

学和南洋女子中学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这样一种时不

我待、负重奋进的拼搏精神。当前我国中小学校的发展

还是偏重于物质，太过功利和短视，缺少远大的愿景，

缺乏思想的引领和智慧的架构，尤其是缺乏一种勇于进

取的拼搏精神。一所真正基业常青的有世界影响的中国

中学，成败的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够在学校文化的创建中

凝练出独特的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思想、精神和理念。 

二、制度设计与有效执行 

新加坡的制度设计、组织架构和有效执行之间的关

系非常精妙、精致及其蕴涵的巨大能量。无论是其政府

的体制架构、劳资政的三度空间，还是其先进的国民教

育体制以及卓越学校模式，均处处体现了新加坡人独具

匠心的智慧与创意。如新加坡的分流教育体制，在基础

教育的过程中，从小学开始就进行多次分流，不断选拔，

对不同的学生区别对待，考虑了学生学习的实际以及能

力、兴趣等多种因素，有利于每个学生循序渐进地发展

自己独特的天赋和个性，让能力不同的学生走不同的路，

发挥自己的专长，这从体制上实现了“以人为本”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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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施教”。同时，这种分流制度在设计时，他们还充分考

虑了开放度，让已分流在不同层面的学生有相互转换的

机会。再如新加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留“鞭刑”的

国家，还对在许多国人看来无伤大雅的随地吐痰、丢垃

圾等行为实行重罚，这种严格的监督与惩罚迫使同样存

在人性弱点的新加坡人能在人格上以“超我”层面参与

社会，有利于制度、政策、规则、纪律等的贯彻执行，

确保社会的有序和高效，当然这与新加坡公开透明、依

法办事、民主监督的社会治理机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理论上讲，包括学校在内的组织其发展可能性是

无穷尽的，制度及其执行撑起了组织的整体框架。从新

加坡反观我们的学校组织，有效的制度与执行也是比较

欠缺的。我国很多学校，包括相当数量的名校，学校各

项制度是个人经验和传统习惯的产物，并无多少高水平

的科学性、艺术性、战略性、人文性可言，缺乏对组织

整体、组织中成员群体和个体的深刻洞悉和真切观照，

或屈从于社会对教育的无端干预，或迎合社会流弊，明

显缺少人文关怀、理想色彩和对教育本真的信仰与坚守。

同时，受社会文化、评价机制、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

执行力不强也成为学校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一大通病，

有的时候并不是缺乏好的思想、理念、方案，而是缺少

执行的环境和人员。因而，学校要发展，名校要卓越，

学校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创新，用制度来丰富学校内

涵、强壮学校组织、激发学校活力，最大程度达成学校

的组织愿景，实现组织中每个个体的最优化发展，同时，

亦必须高度重视提升学校成员将学校办学宗旨、理想、

理念、规划等长期战略性问题和模式、方法、策略、教

学技艺、制度机制等具体战术性问题一步步落到实处的

心向和能力。 

三、人力资源 

如果需要归纳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的话，高素质的

人力资源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由于缺乏天然资源，

人力资源自然就成了新加坡赖以生存的重要命脉。新加

坡民众有一个共识：随着全球经济日益以科技和知识作

为基础，一个国家能不能在经济竞赛中胜出，将取决于

其人力资源的素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坦言其最

主要的一项政策就是物色和留住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在

这种类似于“精英治国”理念的指导下，新加坡采取了

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提高国民素质，扩大优秀人才队伍，

想方设法稳固精英人才，让他们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发挥

最大的作用。这些措施包括吸纳国际人才、政府奖学金

制度、国家鼓励培训、公务员队伍建设、高薪养才（廉）

等，凡此种种，成就了一个优质、高效、强势的新加坡

政府和新加坡。 

新加坡的做法告诉我们，人是第一位的，人才永远

是一个组织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坚强的依靠。这就启示我

们作为校长，虽然工作千头万绪，可以放下其他一切工

作，但是必须把“招才、用才、育才、留才”摆在自己

工作的首要位置，用最多的时间、最真诚的心、最大的

精力去做。我们应该学习伯乐的慧眼识人、刘备的诚意

和胸怀、曹操的用人艺术，选对人、用好人、发展人、

稳定人。作为校长，结合当前教育实际，我觉得特别要

注意三点：一是要组建好学校的管理队伍。好的管理才

能实现学校系统各要素的最优组合。但现实是，中小学

普遍存在“重教学、轻管理”的现象，学校各管理部门

的职位很多时候变相成了“教而优则仕”的一种奖励或

者说妥协，不懂管理的人也可以被推上管理岗位，做一

些谁都可以做都能做的事情，管理的功能和内涵被严重

异化、弱化。故而笔者认为管理和教学应相对独立并寻

求一种适当的平衡，最好是建立一支专门化、专业化、

职业化的管理队伍，要突出管理理念、创新精神的培养，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校级或职能部门岗位上

尝试“职业经理人”的用人模式，让管理真正迸发其强

劲的生产力。二是要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强化对师生

员工的培训与能力提升。在飞速发展的变革年代，教师

需要适应随时随地的变化与挑战。对于条件好的学校，

可以考虑与有关高校和机构合作，对教师开展长期固定

的、系列化、主题化的培训，不断更新他们的观念、意

识、知识和实践能力，也可以考虑将管理干部和教学人

员送到国外交流培训，使他们经历国际化的洗礼，从而

能够在可预见的将来适应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三是应通

过招聘和培养集聚若干顶尖人才，在校内形成人才梯队，

形成若干品牌学科或项目。必须明确人是有差异的，人

的能力、水平存在客观的差距，不同人的工作效率和效

果是不能以“差不多”划成同一档次进而给予相似的回

馈。要敢于突破平均主义、中庸主义等陈规和心理定势，

以绩效为标准大胆加大对优秀人才薪酬和奖励力度，这

既能增强优秀人才的归属感，也能激励不同层次的教职

员工不断自我进取与超越，进而促成教师素质水涨船高。 

名校之名大约有三：文化（精神）、管理（制度）、

人才。实际上，新加坡的成功之道绝不限于此，例如新

加坡的国际化融合，新加坡中小学的课程设置等方面都

能够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责任编辑 赵 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