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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学习型学校的建设思考与初步实践
 

作者：郑国瑛 张桥路小学－－－－－－ 

－－－柳栋  虹口区教育信息化研究室  

    

  我们学校由四所薄弱校合并而成，地处大都市中心最后的棚户区，大部分学生来自社会的底层，学生家庭中

母亲为外省市来沪人员的占学生总数50%以上，学生父、母下岗或双下岗的占75%以上，学生父母95%以上只有

初中以下文凭。在已经完成的三年学校发展规划中我们提出要改善学校的办学环境，通过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

教育教学质量有所提升。在原有三年发展规划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从“通过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改善生源来

源”的环境改变观，逐步转化为“通过学校内涵发展，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从而帮助处境不利学习者充分发展

的”环境改变观。如何促进这些处境不利的学习者有效地学习，健康地发展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然而我

们学校51位教职工中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58.8％，均为中初级职称，教师队伍结构不理想；目前又面临着随着

新课改、我市二期课改的逐步推进，对师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新的高要求。如何发展教师专业化成了我们继续思

考的起点。 

一、教师专业化与学习型学校的思考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师专业化：它要求具备经过严格而持续不断的研

究才能获得并维持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的公共业务；它要求对所辖学生的教育与福利拥有个人的及共同的责任

感。美国的《教师专业化标准大纲》也提出了教师专业化的具体内容标准： 

  ●教师接受社会的委托负责教育学生、照料他们的学习 

  ●教师了解学科内容与学科的教学方法 

  ●教师负有管理学生的学习并作出建议的责任 

  ●教师系统地反思自身的时间并从自身的经验中学习 

  ●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 

  总体上看国外教师培训有这样的一些模式：课程中心模式、学校中心模式、中小学与大学合作模式；教师培

养模式从课程、教材、教师中心转变为“以学校为中心”、“中小学与大学合作”等新型模式；教师专业化发展

更加基层化、全程化、多样化。国内则以顾泠沅先生的“以课例为载体的教师教育模式”较为著名。 

  任何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存在与发展必然有着各类相应的边界条件。这样一类强调专业自主、专业

自律的教师专业化。它的相应边界条件有哪些呢？我们认为至少与一定的组织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 

  我们考察社会组织形态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 

  工业社会中基本组织形态马克斯·韦伯给出了详尽的阐述，科层制分级授权，层级管理，组织形态呈现金字塔

型，各部门经由上级授权执行某类具体的职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交通业和通讯业的发展，整个地球

变成地球村，一些组织行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呈现24小时全球连续运行的形态，需要组织随时根据外界状

态作出及时调整。信息时代的后工业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就是人的创造力，是人的知识，需要人们创

造性地工作。科层制组织结构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某种不协调日趋明朗。 

  彼德圣吉提出了因为新型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学习型组织。这类组织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个人人赞同的共同构想。 

  ○在解决和工作中，抛弃旧的思维方式和常规程。 

  ○作为相互关系系统的一部分，成员对所有的组织过程、活动、功能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思考。 



  ○人们之间坦率的相互沟通。 

  ○人们抛弃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实现组织的共同构想一起工作。 

  所谓学习型组织，就是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创造性的能力，努力形成一种弥漫于群体与组织的学习气氛，凭

借着学习，个体价值得到体现，组织绩效得以大幅度提高。 

  学校依据社会分工，它的基本职能是承担起发展人的职能，学校作为专门发展人的组织更有必要建设成为学

习型组织，这类组织称其为为学习型学校。学习型学校将教师视为自我超越的个体，意味着教师和学校的关系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受命者到共同创造者。通过自我超越这项修炼，使得教师成为积极主动的从事创造性的知识

工作者，不仅被赋予权力，而且直接获得工作的内在热情。它可能有着这样的一些特征―― 

  ●组织中的成员是积极主动行为者的主体； 

  ●组织的战略目标是发展成员与组织的整体的学习能力； 

  ●在行动中体现发展。 

  这样一类组织的建设可能会有效保障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这样的一种组织在现时代该如何建设？这确实需要

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既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工作，也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之

一。  

二、数字化与学习型学校的思考 

  什么是数字化？我们认为数字化有三层含义：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构支持新型社会组织运行的应用系统； 

  ○用体现现代教育管理思想、落实现代学校制度的组织行为模型规范组织行为； 

  ○数字化本身是人类的创造物，这种创造物必然蕴含了人类的新型文化，数字化的过程就是扬弃原有文化并不

断地发展新型文化、不断前进的过程。 

  各类信息技术手段要求每个使用者是独立思考、主动行为着的主体，信息技术这样特有的文化、技术特质，

与学习型学校的内涵特征天然契合。我们在考虑建设学习型学校的时候，自然地选用了网络技术作为学习型学校

各类信息交换的枢纽工具。 

  ●运用网络技术建设数字化学习型学校的核心节点，通过该核心节点的运行为学习型学校构建提供开放、突破

时空阻碍的信息交流窗口；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为教师的专业化反思提供支持工具，为教师的个体智慧与学习型学校的集体智慧之间的流

动提供融合的空间，为正式和非正式交流途径提供整合的平台。 

  ●在技术手段选用的过程我们更侧重不同工具的组合应用，而不是追求体现某一技术手段使用的鲜明性；更注

重依据教育规律来组合技术手段，而不是根据技术手段来设计具体的教育应用方案。 

  信息技术作为日常的生活与学习的必要工具，我们在学习它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讲授－接受，而是强调在应

用的过程中逐步的掌握。信息技术的非线性技术特征、应用软硬件系统的模块化结构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类新型

学习方式的学习素材。在学习、掌握应用的过程中不仅体验感悟新型的学习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领悟新型文

化。 

  我们在建设学习型学校的时候就是这样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这样一类组织重要的环境与文化要素。这样一类

学习型学校我们称之为数字化学习型学校。  

三、数字化学习型学校的构架思考与我们初步实践 

  我们从组织文化、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等三个方面来思考数字化学习型学校的建设。 

在组织文化方面，作为一个组织可能无法规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可以倡导它认为是健康的东西

（尼克松在他的自传中就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制度建设，倡导先进的价值理念，鼓励教师的个性化发展。在班主任聘任条件、各类先进评选条件

中将这类价值理念显性化。在教师的业务活动中有组织地集中讨论学校中各类角色（教师、学生、家长）相处准

则，逐步生成各类具体的行为规范，进而在外显行为上体现健康、进步的行为范式。 



  在组织结构方面我们 

  ○保留科层制的某些结构――校部和教导处层级，但是弱化了原有年级组职能； 

  我们是一所小型学校，原有的校、教导处、年级组三级管理体制，信息传递的路径长，不利于教师专业自主

性的体现与发挥，有时反而会出现业务落实失控的情况。现在我们保留校部和教导处，校部――学校的决策机

构，教导处――学校的执行机构。 

  ○强化现有执行机构的职能，而不是分设各类职能机构； 

  现在学校管理中，我们习惯于根据具体职能设立各类中层机构，这样一类条块分割的组织形态，在现时代的

社会生活中，逐步体现出相互隔离、工作难以协调的毛病。我们强化教导处职能，教导处融合教务管理、学校德

育工作协调、教育科研管理等方面工作，便于工作协调与执行。 

  ○强化教研组专业发展、业务引领的职能； 

  现有的一些教研组往往体现为业务的执行机构，而我们将教研组定位于学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团队。教研组

长不仅担负起同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组织协调工作，还需要担负起某个年级业务团队的业务引领工作。 

  ○建设新型基本业务团队； 

  我们吸取了上海市曲阳二中的经验，以班主任为业务协调人的科任教师班主任组聘制，形成以项目为导向的

基本业务团队。  

  

  这样一来组织形态呈相对的扁平状，在组织运行上业务决策权下移，具体业务决策和业务执行融合在一个整

体之中，这样的架构和工作策略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自主性；教师对自己专业行为的拥有真正的责任感，进

而能够以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投入工作和学习。  

  

  我们根据以上思考和初步实践，设计制作了数字化学习型学校的核心节点――学校教育网站



http://www.zqlxx.com 。以此作为信息流转的枢纽。  

  

  我们在建设数字化学习型学校的时候，往往将学校组织建设弱化为学校校园网络环境中的核心节点或是一个

综合型的应用系统的建设，这是将本体与工具混淆起来了。数字化学习型学校的建设从本质上来说是学校教育管

理体制的变革与提升。  

  以上思考是围绕我校新三年发展规划制定中的思考，我们试图从数字化学习型学校塑造的学校角度，围绕学

校的内涵发展，来探索学校内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制度、方法、途径、内容等方面的建设运行方案，并以此作为提

升我校办学水平的突破口；通过发展教师专业化能力、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进而帮助处境不利的学习者成为

社会生活的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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