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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教育管理进行系统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
此后，无论从教育管理研究的领域看，还是从教育管理著作的数量看，或是从教育管理学家及其核心
思想的影响力看，美国的教育管理研究始终处于“一枝独秀”的国际领先地位，而其他教育发达国家
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才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亦步亦趋”，沿循美国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步伐，努力在教育管
理理论层面拓展各自的研究领域；而英国则始终注重务实的研究，未发展出类似美国教育管理实证性
理论体系，这种倾向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略有改变。
日本、德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更多地带有本国的特色，侧重教育行政研究和教育法制建设。
20世纪90年代后，受各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思潮多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教育本身发展的影响
，各国更加重视和加强教育管理，教育管理研究同时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新趋势。
“教育管理研究已经上升到了一种潜在的主宰位置。
不仅有关教育管理各方面的文本开始成为教育管理出版物中的重头戏，而且更为普遍的是，有关管理
的语言、设想、理念开始主宰着那些教育工作者们的语言、意识、行为和分析问题的方式”。
①从各国教育管理研究的总体情况看，进入21世纪后，再现教育管理理论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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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系统地研究院长权力问题的专著；这是一本以公民社会为视角研究教育变革问题的专著；这
是一本通过校长权力研究透视现代学校制度问题的专著；这是一本基于对教育的民主诉求、基于对社
会民生关注的专著；这是一本对学校从管理走向治理，从治理趋向善治路径进行探求的专著。
全书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背景研究，对教育变革进程中政府、公民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梳理，对一些概念；其次，以校长权力为基点开展了实证研究；再次，在背景分析和实证研究
的基础上，作者又从权力转移切入，探讨了校长权力转移的方向和可能产生的新范式，并通过中美两
国中小学校长权力纵向变化的比较，得出了我国中小学校长权力演变的机制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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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天雪，男，1969年生，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
全国教育管理学术委员会理事。
曾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求学。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浙江金华等地工作，先后任中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的教师。
目前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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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问题与方法　　第二节 研究方法　　如果把本书比作“人体”的话，那么研究的问题是
其头颅，而视角与分析框架的选择则是骨骼的建立，研究内容是其肉体，研究方法就是人体的血液与
神经。
问题统率着一切，是本书的逻辑起点，框架则支撑着问题，使问题立得起来，内容充实着问题，使研
究变得丰满且有弹性。
但如果没有好的研究方法，那么再美丽的“身体”也会成为行尸走肉。
　　一、研究方法论的说明　　本研究属于教育管理学研究范畴，教育管理学方法论属于方法论知识
体系的第四层次，是具体学科的方法论。
教育管理学方法论所构筑的学科方法论体系也是有层次性的。
从整体上看，纵向可分为高层方法观层、中层范式论层和低层方法层。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教育管理方法论体系中的高层方法观应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观。
这种方法观对教育管理这样一门以指导实践为主要任务的应用研究型学科而言，具有更大的观念引领
价值。
所谓历史的，也就是现实的，就是生活中已经实践和正在实践着的教育活动及其源与流。
教育管理研究必须立足在“历史的”基础之上发现自己的问题域，扩展自己的问题疆界；所谓逻辑的
，就是要坚持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坚持客观与主观、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理性地对待现实，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进行范畴提炼，进行哲学思考，使现象逻辑化和结构化
。
本书坚持这一方法观原则，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对问题进行背景分析、实证分析和趋向分析，进
而对其中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进行抽象，并以校长权力为轴线，以公民社会视角和分析框架对这些基本
概念和范畴进行逻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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