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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
，面对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我们只有勤于学习、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教育培养的是未来，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的基本单元，理应走在时代前列，在创建学习型组织和
构建学习型社会工作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校长作为办学责任人，应当自觉地成为学习型学校的领头人。
　　2007年7月，杭州市启动了中小学名校长培养工程，以期通过系统深入的研修活动，进一步提升其
政治素质、法治理念、科学精神、人文修养、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教育理念、
致力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教育领军人物，造就一支在省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浙派名校长
团队。
　　一流的城市须有一流的教育，一流的教育须有一流的学校，一流的学校须有一流的校长团队。
三年前，杭州市教育局对杭州市“十一五”中小学名校长高级研修班提出了“跳出本地，站得更高；
走出教育，想得更宽；抛弃功利，看得更远”的要求，就是要推动我们的校长在实践中牢固树立人本
理念，遵循教育“三个面向”方针，在反思和回归的基础上，进行高质量的、直抵教育本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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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近年来学校特色与特色学校建设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厘定，同时对杭州市学校特色与特色学校
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并形成了本书如下的框架结构：学校传统与特色学校的关系、特色学校的理论体
系、学校的教学特色、学校的育人特色、学校的管理特色、学校的文化特色、学校的办学特色、学校
的班级特色、特色教师成长规律、特色校长成长规律和特色学校的品牌建设。
这一结构力求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融合，其理论性主要反映在前言、第一章、第二章之中，实践性
主要反映在第三章至第十一章之中，当然两者会有相互交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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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学校传统与特色学校  第一节  学校传统与特色学校的关系-  第二节  特色学校的理论
体系第二章  学校的教学特色  第一节  教学特色的思想  第二节  特色教学的关系  第三节  个性化教学特
色的目标与操作  第四节  个性化特色教学的绩效分析第三章  学校的育人特色  第一节  育人特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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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过程和活动组织——兼谈浙江省淳安中学“志远班”的特色班级建设模式  第五节  特色班级建设
的成果效益  第六节  特色班级建设方案举例第七章  学校的办学特色  第一节  办学特色的含义  第二节  
办学特色的作用  第三节  影响办学特色形成的主要因素  第四节  办学特色形成的对策第八章  特色教师
成长规律  第一节  特色教师概述  第二节  特色教师的成长  第三节  影响特色教师成长的因素第九章  特
色校长成长规律  第一节  特色校长的表征与内涵  第二节  特色校长的成长背景  第三节  特色校长的成
长阶段  第四节  特色校长的成长途径  第五节  特色校长与特色学校的关系  第六节  几个特色校长的个
案综述第十章  特色学校品牌建设  第一节  学校特色与学校品牌  第二节  特色学校品牌的构建与形成  
第三节  搭建平台，学生教师特色发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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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稳定性特征。
学校传统是在学校长期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学校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倾
向，学校传统并不是形成于一朝一夕，它是长期以来学校全体成员的理性、智慧与经验的沉淀和积累
。
学校传统一旦形成，便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影响和规约学校成员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使得在一
个学校内部形成较为稳定的特有品质规制学校的发展的方方面面。
学校传统也不会因为学校领导的几次演讲、学校师生的几次活动或者对外的宣传便能形成，也不会因
为领导人的更换、学校其他成员的更替而改变，学校传统作为一种稳定的存在，产生于长期的教育教
学实践中，学校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其直接影响，其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能在学校传统的影响下形成较为
符合学校传统的行为和思想。
因此，无论从学校传统的产生，还是学校传统的发展变化来说，学校传统都倾向于表现为保持较稳定
和持久的存在方式和影响氛围。
　　3.时代性特征。
学校传统是有时代特征的，无论是学校传统的产生，还是学校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变革，都是在特定
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大环境，因此，时代性特征是学校传统的一个基本特征
，任何一个学校的传统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首先，学校是一个培养人的场所，如何去培养，怎么样去培养，又怎样去衡量其是否合格，这些都是
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
在封建社会当中，学校的培养活动无不体现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服务人员的，培养
的是尊君守制的封建卫道士，这不能不是它的一个时代烙印。
在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政治管理和教育理论的发展都不断更新，作为学校日常行为、思
维模式的一种固定化和深层次化的学校传统，无疑也具有和体现了其所在的时代特征，尽管学校传统
作为一种内在的影响，变化是缓慢的，但是它仍然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和变迁。
其次，学校的发展只有放在时代的背景下，保持与时代相符的步伐和潮流，才能进一步继续下去，脱
离时代背景的传统是不能长期地存在和发挥作用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特色与特色学校建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