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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管理学是中小学校长培训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同时也是最为复杂和困难的课程之一。
众所周知，学校管理活动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即科学性和艺术性。
其科学性表现在学校管理已经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建立了独立的学科，有着自身独特的内在
规律。
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学校管理的模式、方法和原则。
对于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各级各类校长而言，必须具备必要的现代管理知识和理论，这是现代学校管
理的根本条件。
然而，学校管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现实的挑战总是超越现存的理论，校长们如果只是想从林林总总
的学校管理教材上找到现成的答案来解决学校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管理又具有艺术性，是权变的活动。
它要求管理者能够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管理科学强调的是管理的一般规律，管理艺术强调的则是管理的特殊性。
学校管理活动应是两者的有机融合。
校长们应能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处理，高度发挥创造性。
因此不难理解在学校管理实践中，那些拘泥于书本知识而不能将理论与实际情境融会贯通的管理者其
管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管理案例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校管理变革  案例教学背景  案例1—1 “质量检测”引发一个“中心”的夭折  案例1—2 30％
工资方案有生命力吗？
  案例1—3 班主任聘任任课教师的尝试  案例1—4 教师身份“一校三制”可行吗？
  案例1—5 年终奖发放为何事与愿违  案例1—6 能否在职高设无人监视试场  案例1—7 一石激起千层浪  
案例1—8 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叹苦声  案例1—9 从协调会到交办单再到协调单  案例1—10 民主评议走入
“怪圈”  案例1—11 试行教学过程管理措施一定要事先公示吗？
  案例1—12 刷卡机不见了  案例1—13 支教带来的新问题  案例1—14 民办初中招生有没有更合理的办法 
案例1—15 如火如荼的生源争夺战第二章  教育公平与教育收费  案例教学背景  案例2—1 又是第一  案
例2—2 “二表生”  案例2—3 外来人口子女：招还是不招  案例2—4 “我爸爸单位里有复印机”  案例2
—5 中小学教辅资料该如何组织  案例2—6 家长委员会的新功能第三章 新课程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背景  案例3—1 该不该分班  案例3—2 教师有惩罚学生的权力吗？
  案例3—3 “快乐午间”  案例3—4 生存实践活动  案例3—5 由“文三理五”引发的思考  案例3—6 校长
的一次公开的“后门”  案例3—7 一场颇有争议的“教学质量论坛”  案例3—8 是“要我”还是“我要
”  案例3—9 为什么教学质量越抓越滑坡？
  案例3—10 这些高二学生该不该出去实习  案例3—11 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
第四章 教师管理  案例教学背景  案例4—1 教师“出汗”，学校“埋单”  案例4—2 “旷工”处分  案
例4—3 一个投诉电话  案例4—4  多的和缺的  案例4—5 名校教师为何“不辞而别”  案例4—6 教师是否
可以追求个性化打扮  案例4—7 “最满意教师”  案例4—8 由“教师夫妇”引发的管理难题  案例4—9 
为教师配备电脑带来的烦恼  案例4—10 谁真正符合小高职称推荐资格  案例4—11 你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案例4—12 “超编”风波  案例4—13 八位教师和两个“位子”  案例4—14 该由谁来接手“乱”班？
  案例4—15 高级职称聘任引起的风波第五章 教科研工作  案例教学背景  案例5—1 论文收得上来吗？
  案例5—2 教科室主任的烦恼  ⋯⋯第六章 教学考评第七章 总务后勤工作第八章 家校联系第九章 班主
任工作第十章 学生管理附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管理案例教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校管理变革　　案例教学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的宏观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新课程标准逐步推行，学校与教师将成为课程、教材改革的主要参与者。
随着经济科技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学校管理也在不断发生变革，并呈现出以下一些明显的趋势：　　
人文化趋势。
人文管理主张以管理关系中人与文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的根本区别为前提，同时又凸显人在这两种
关系中的主体和核心的地位，把管理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用人文的方式和机制进行管理，并追求管理
的人文目的。
教育以培养人为目的，教师又是知识群体，更应当强调人文管理。
　　柔性化趋势。
教师是知识工作者群体，学校要以“专业和个人的成就”作为激励手段，使条件的创设、制度的安排
、组织的建立、文化的形成更多地为“发展”提供可能，更多地具有激励性的情感色彩，更多地体现
柔性，而不是强调“管”，甚至还有“卡”和“压”，那样就会抑制教师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性。
在知识型的机构中，真正的管理是从管理人的积极性开始，刚性管理往往是管行为，柔性管理则能管
到思想，由其思想再去影响行为。
在学校管理改革中，我们应当认真借鉴知识工作者管理模型的长处，真正激励、调动广大教师的内在
积极性，让教师在自我良好发展的同时推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教育质量具有起伏性、间接性、长效性和模糊性等特点，因此评估教育质量不能过多地着眼于教师、
学生劳动的精确性、物化性、规范化等指标。
评价要求应具有一定的弹性，评价方法应具有多样性，在操作层面要改变过分注重分数、过分注重量
化、过分注重结果、过分注重“近利”的状况，强调评价的建设性、激励性、发展性。
　　“横向”化趋势。
管理学界正在发生一场“横向革命”。
构成“横向化”的基本形式，一是出现以“集中决策，分散经营”为特点的事业部制，最高管理机构
只掌握人事、决策、财务控制和监督等大权，并利用利润等指标对全部负起业务责任的事业部进行控
制；二是借助信息网络。
直接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一线工作单元的情况，以便及时实行有效调控。
从学校管理看，一些超大型的学校成立类似于企业事业部的年级部，与原有的直线型组织体系相结合
，淡化教务处等条状组织体系的指挥功能，强化年级部等块状组织体系的管理功能，条块结合，以块
为主。
同时借助于网络技术，缩短学校领导到教学一线的垂直距离，加强与教师、学生的直接沟通和交流。
形成“教育集团”的学校，还借助网络及时了解、调控其他教育机构的情况。
对于一般学校，“横向化”的发展趋势将集中在最大限度地缩短管理层与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的距离
方面。
　　能本化趋势。
学校培养目标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的外观往往是能力。
学校管理更应以能力为本位，激发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量。
要建立“实效型”组织，使组织注重实效，增强活力。
招聘人员，要以能择人，而不是以“人情”择人；选拔人才，要优胜劣汰，而不是凭主观好恶；利益
分配，要绩效为先，而不是吃大锅饭。
要使“能者有其岗”，“能者有其位”，“能者有其利”，并通过培训、锻炼、教育等方法，积极有
效地开发　　教师的潜能，用“能本管理”激活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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