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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就开始关注以校为本的教育改革，经历了多次曲折发展之后，至20世
纪90年代，这一改革又重新受到广泛的重视，并形成声势浩大的“校本运动”，相应的理论研究与实
践探索持续不断。
　　在我国，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三级课程管理政策的实行，人
们开始对以校为本的学校、教师发展策略给予极大的关注。
学校作为公共教育的细胞，它的活力所在、发展的动力和能力所在已成为教育质量是否能得到普遍提
高的关键，因此，对逐步建立起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模式和教师专业化发展模式的社会期待和内部动
力日益高涨。
这些年，已经有一大批有志于课程改革的专业研究人员到中小学去探索如何以校为本开展行动研究，
创造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经验。
中小学的教师和校长也在探索与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作为专业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并引发了对职业的热
情与追求。
　　科研兴校、教师参与课程开发、教师成为研究者等口号的提出，表达了广大教师对于以校为本的
发展策略的热情和期待。
他们期望尽快了解和掌握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模式，他们呼唤研究成果的普及和专业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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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本管理》论述了校本管理的实践起源与理论解读，办学价值观与教师专业素质，制度与行为
改变，习俗与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全面涉及了校本管理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对正
在推进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发达国家推行了基础教育改革。
这场改革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提出了质疑，并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校本管理运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校本管理被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种新的学校管理模式，校本管理从产生的那一刻起，有关争论从未中断过，有关认识也未统一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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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社区控制型　　这一模式的基本假设是：学校课程应该直接反映家长和社区的价值和偏好，但
校长和教师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家长和社区的利益，如果家长和社区掌握学校课程、预算、人事等方面
的决策权力，就可以提高学校的适应性。
建立社区控制型模式的校本管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这种模式中，家长和社区成
员在学校管理委员会中占有大多数，他们对学校课程、预算、人事等方面的决策具有决定权。
　　新西兰、美国的芝加哥都是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在改革之前，芝加哥教育管理体系中官僚主义严重，家长组织参加学校决策的现象并不存在，即便中
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权力也仅局限在学校和班级的日常事务之中。
在父母激进分子、社区领导和地方官员的率先驱动下，芝加哥于1985年颁布了《芝加哥学校改革法》
，提出在每一所学校成立一个地方学校理事会，每个地方学校理事会由校长及11名成员构成，而在
这11名成员中，学生家长占了6名，其他为教师2名、社会代表2名和学生1名。
地方学校理事会拥有较大范围的学校决策权，比如学校预算、发展规划、考试方案及课程材料选择、
新教师聘用等决策权力，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学校董事会拥有任免校长的权力。
　　由于社区控制型校本管理模式中，学生家长在地方学校董事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因此，这一模式
与前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学校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社区和家长手中，而非校长和教师手中。
　　4.平衡控制型　　平衡控制型校本管理模式认为在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时候，教师事实上是愿意
对家长和社区的需要作出反应的。
因此，与纯粹的专业控制或社区控制模式不同，平衡控制型校本管理模式试图达到专业控制和社区控
制两种模式所欲达到的目的，即在学校的关键决策中充分地利用教师知识的同时，也使家长和社区承
担更多的责任。
在这一模式中，教师和学生家长都有权在预算、课程和人事等方面作决策。
而地方学校董事会的构成中，教师、家长及社区代表的比例基本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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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管理体现了一种立足于学校，以学校为基础的思想。
校本管理蕴涵着一种“实施决策”“基层决策”的理念，传递着一种与“集权化”相对立的信息，它
是一种学校自主管理的模式。
《校本管理》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校本管理强调权力下放，主张学校应该拥有自主决策权。
　　《校本管理》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管理与专业领导并重、观念与观念共享、制度与行为改变、习
俗与自我发展、理念到行动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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