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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的三种要素
周广飞

辽宁省锦州市第十六中学　辽宁锦州　121000

通过参加 2020 年锦州市中小学校长（书记）全员提高培

训，聆听知名校长及专家的讲座，自己的教育理念有所更新，

教育视野有所拓展，尤其在与同行的交流研讨中更加激发自

己的教育情怀。作为校长，如何治理好一所学校，提升学校

治理水平的要素有哪些，本次提高培训引发了我的系统思考。

一、发挥非权利影响力是校长治校的关键要素

校长是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的关键先生，其综合素养将决

定一所学校的发展水平。校长角色发挥的效果，重点不在于

其权力影响力，而在于非权力影响力。苏霍姆林斯基说：“校

长对学校领导，不是行政领导而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品格高

尚、注重进德修业的校长容易令人尊敬；学养深厚，富有专

业底蕴的校长容易令人仰慕；心中有学校，目中有学生的校

长令人佩服。这种崇尚“王道”的校长往往具有浓厚的教育

情怀。像这样的校长能够俯下身子走到学生中间了解他们的

喜怒哀乐，像这样的校长能够放下架子深入到教研组倾听教

师们的教学困惑。“懂师生”的校长作出的决策往往符合实

际，贴近师生需求，有利于学校发展。这些令人尊敬、仰慕、

佩服、“懂师生”、有情怀的校长们，他们一定有明确的教育

思想、清晰的办学思路、鲜明的处事风格、理想的人格追求。

与这样的校长共事，无论是个人修为还是专业成长，必然得

到引领，获得提升，工作将变成一种事业，充满激情。这样

的校长，认同者、追随者将不断增多，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办

学愿景很容易得到落实，甚至成为全校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校园里，这

种充满温度的非权力影响力将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迸发出

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比起冷冰冰的权力影响力来，学校

治理的效率将大幅提高。因此说，校长个人魅力的提升是学

校治理的关键要素。

二、积淀学校文化是提升以德治校的基础要素

学校文化是学校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一个学校的文化

传统是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这种集体认同的价值观，明确

了在这个校园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允许

的，什么是禁止的；倡导什么，摒弃什么，这些观念已经成

为一种共识，成为集体成员的共同认知。当一所学校良好风

气和传统习惯形成的时候，胜过多少千军万马，激励师生们

坚守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而学校文化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

淀，既有传统文化传承也要及时提炼，赋予其新的内涵。北

京十一学校李希贵校长认为：“一所学校的文化不是空洞的口

号，而是借助师生身边的故事传诵来实现积淀和传承。”作为

学校管理者，尤其是校长要学会做有故事的教育，办有温度

的学校。善于从师生日常表现中发现求真、向善、尚美的校

园故事，并以小见大，从中提炼出个人的品格和集体的精神。

通过一个个故事的积累，一个个故事的传诵，学校倡导的价

值观念将不断得到强化，实现永久流传，从而筑牢学校的精

神灵魂。当一个集体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时候，集体成员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将油然而生，每个人都想努力成为故事中的

主人公。这样的校园再也不是一盘散沙，再也不是靠外力的

约束来维持秩序的群体。这样校园里的人们都懂得，什么样

的言行大家认同甚至赞赏，什么样的举动大家反对甚至排斥。

因此说，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提升学校软环境，是实现以德

治校，完善学校治理的基础要素。

三、完善学校制度是实现依法治校的核心要素

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制度是依法治校，实现学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建立学校章程，完善学校

制度，树立法治思维，实现依法治校，这些是学校治理必不

可少的核心环节。当一所学校凡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时，

运转起来才能够高效顺畅。

首先要注重制度的完整性，完善学校制度体系。制度体

系不完整，管理上就会有漏洞，出现问题临时补救，下次还

会反复。好的做法在于建立较为完善的学校《章程》，并根

据《章程》建立各种制度，形成《制度汇编》。其次，要注重

发挥制度的效能性，通过机制杠杆调动师生积极性。本质上，

制度是一种调动人的机制杠杆或文化导向，它需要理念支撑

和导向引领。有的学校制度侧重公平性、激励性，让努力工

作、业绩突出的人获得尊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评价制度，

如评选教学能手、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等。有的学校制

度侧重约束性、惩罚性，让消极懈怠、不务正业的后进者受

到鞭策。制度条款具体明确，惩罚措施较为严苛。笔者认为，

制度的好坏没有统一的标准，凡适合本单位的，被集体认同

的，能够发挥激励效能的制度就是好制度。第三，要注重制

度的创新性，符合学校和师生的发展需要。制度不是一成不

变的教条，也不是禁锢师生发展的死规定。随着时代的变迁

和教育改革发展，校园内那些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要及时的更

新换代。而现实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漏洞还要及时的补充。

总之，学校制度是为学校整体发展和师生长远利益服务的，

建立科学合理，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柔性激励的现代学校制度，

是依法治校实现学校治理的核心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