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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学校管理中的错位及矫正 

    教育在发展，学校管理也在不断改革。但是，笔者观察，有很多学校领导在改革的大潮中，管理不分主次，不

问先后，不拈轻重，出现许多错位现象，值得关注。 

    重人文管理，轻机制建设     

    管理出效益。一些学校的管理者颇为勤政，平日非常忙碌，教学、后勤一把抓，大事、小事都要管，给人一种

真抓实干的感觉，但结果往往劳而无功，工作绩效并不理想。为什么没有好的效益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只

是“一个人在战斗”。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者要抓的不是具体事务，学校工作千头万绪，一个人能抓过来吗？什

么都要抓，什么都不放，往往会挫伤中层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导致他们产生依赖直至撒手不管。     

    怎样才能出效益呢？首先，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机制，形成比较完备的管理体系。管理机制是比管理过程更

前位、更上位的要素，不能错位。领导者不要害怕权力分散了、担心权力丢了，要相信下属，让每一个层次的管理

者都能主动积极地做好本职工作，站好自己的岗。实行层层负责制，产生联动，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提高管理效

益。其次，要建设好比较规范的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机制。现在有很多领导者曲意理解“以人为本”，实施人治，

不要法治，不讲原则，给管理带来阻力，给学校发展带来羁绊。不是不要人文管理，但制度管理更为理性，合理的

制度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一种无声的约束与鞭策，两者应有机结合。要有一套保障学校工作秩序正常的行为规范。要

有能引导全体教师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努力提高工作绩效的激励措施。特别是要把每个人的日常工作行为与绩效

与聘用、职评、评优、奖励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提高教师工作的自觉性、调动积极性、激发创造性。管理机制是管

理机器，没有机器和工具，仅凭一个人的几声吆喝是远远不够的。 

    重专业发展，轻教学质量     

    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与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密切相关，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业务能力是非常必要

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学校的管理者往往只重视教师专业发展，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教师（有时是极少数骨

干教师）培养上了，动辄派教师到外地听课、学习、培训，有时还不惜代价替他们牵线搭桥找师傅。相反，对因教

师培训学习出现的教学秩序不稳定、教学质量滑坡却视而不见。对于一所学校来说，首先是需要高质量还是需要几

个装点门面的骨干教师？学校工作的重点是稳定、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教师的根本目的也为了教学质量，不能喧宾

夺主。几个骨干教师不可能去教全校所有的学生，况且他们的教学质量不一定就高，支撑学校工作的是占绝大多数

的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普通教师。     

    这里不是反对教师培训及骨干培养，教师培训不应影响教学质量，不能等到教师培训到位了再来抓教学质量，

况且教师继续教育是无止境的，要处理好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质量的关系。对教师的培训应在抓好教学质量的基础

上有计划地实施。首先，应重视师德建设，让全体教师都能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责任心有时比能力更重要。

其次，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情况，加强校本培训，重视全员培训，让培训活动产生效益。最后，教学能力的提高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个人悟性与追求，名教师、特级教师不是培训出来的，培训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只是一种

促进。要创设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的环境，鼓励教师刻苦钻研，不断反思与磨砺，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 

    重举办活动，轻常规管理     

    一些学校为了提高知名度，管理者常常把精力花在容易吸引眼球的活动上，疏于日常工作的常规管理，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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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引入歧途。为了能举办活动，一些学校经常是主动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络，把诸如现场会之类的活动拉到学校

来。为了办好活动，学校总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甚至把学生的课务停下来进行准备与彩排。同时，为了

装点门面，还不失时机地把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用多种形式展示出来，也不管是否与活动主题有关系。由于常规管

理不到位，活动来临时还要对学生进行日常行为规范进行强化训练，派专人对校园的环境与卫生进行监控。在他们

的逻辑中，仿佛成功举办一次有影响的活动就可以向上级和兄弟单位表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出色。活动展示能代替

学校工作的一切吗？造假、作秀已侵入到校园里，值得思考。     

    组织活动是展示先进经验与成功实践的平台，目的是为了宣传与推广。活动不能硬“拉”，一项活动的承办者

首先应是这项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做得比较成功的单位，这样举办活动才底气十足，才能真正展示真我风采。其

次，举办活动应在常态中进行。管理者应重视日常管理，做好学校工作的每个方面。试想，如果平时常规工作到

位、特色工作突出，还需要在活动到来时兴师动众吗？最后，活动不宜频繁，师生一旦疲于应付各种活动时，势必

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最终对学生发展产生反作用。 

    重特色创建，轻基础工作     

    不知从何时起，创建特色学校成了一股风。很多学校领导不切合学校实际，盲目制定争创规划，把工作重点转

移到抓特色工作上来，忽视学校教育教学常规管理，把学校最基础性的工作放在一旁，本末倒置。不少学校为了能

拿到一块牌子，不惜花很大代价，甚至以牺牲教学质量、牺牲学生利益来换取。为了迎接验收，经常组织一些老师

组成“创作班子”，加班加点，准备材料。办学的宗旨是为了培养未来社会的合格人才，培养学生特长应建立在合

格的基础之上，基本素质不足而具有某种特长的人才是畸形人才。单纯抓特色建设必然使学校偏离正常的办学轨

道。    

    教育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是主体，犹如一棵树的主干，特色工作只是这个主干上的枝叶，枝叶依托于

主干，主干旺盛才能保证枝叶繁茂。特色是一个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一定水平所形成的具有

一定特点和优势的某方面工作，是自然孕育并逐步形成的，不能为争创而争创，硬要搞一些特色出来。管理者要根

据学校自身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挖掘、开发适合本校实际的校本课程，在抓好基础工作的基础上适当开展特色

活动，培养“合格+特长”型的人才，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 

    重立项结题，轻校本研究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科学研究无疑能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发展，许多学校都提出了“向科研要质量”

的口号。但是，许多学校领导受功利思想影响，忽视课题的内在价值，忽视课题对本校实际工作的意义，全然不顾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严重脱离实际，偏重于立项，热衷于结题，使研究偏离正常的航

道。     

    课题研究应务实、求实效，学校进行教育科研应针对教育教学的现状来确定课题，只有基于学校工作实践中的

真实问题才有意义，不能盲目追求时髦。在当前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值得探索、研究的课题很多，管理者应注重课

题的实际价值，引导广大教师结合实际，扎实开展一些有利于改进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学生发展的校本研究，从而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推进课程改革。    

    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学校工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管理者应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扎扎

实实地开展工作。要抛却杂念，摈弃浮躁，不追逐名利，不营造浮华。这样，管理才不会错位，学校工作才不会迷

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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