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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学者马萨·斯佩克(Marsha
Speck)认为校长有三种职业角色：教育者、领导者和管理者。
斯佩克对校长三种角色的认识，已为学界普遍认可。
新时期的校长培训应立足于校长的角色定位，提高校长的教育力与领导力。
2010年是两个五年计划的承上启下之年，面对校长培训的新形势、新任务，福建教育学院干部培训管
理处、校长研修部在培训的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中十分重视校长教育力和领导力的提升，引导校长结
合教育实践研究教育力和领导力。

教育力是学校教育的总体实力，是学校教育水平与教育质量的综合体现，是一所学校系统的整体能力
；领导力是校长个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体现。
学校的教育力与校长的领导力是互为依存的，一位校长的领导力越强，学校的教育力也就越大，反之
学校的教育力也映衬了校长的领导力。
因此在组织校长培训的过程中，既要引导校长研究领导力，也要研究教育力。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教师和学
生。
一位好校长，带领一批好教师，就能办出一所好学校。
也就是说一位好校长不仅要自己做得好，更要把队伍带得好。
领导力强是好校长的重要表征之一，校长领导力是一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体现，是校长驾驭、引领、
发展学校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它表现在校长实施素质教育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学校发展规划能力、计划决策能力、公关协调能力
、识人用人能力、课程与教学领导能力等方面。
校长的领导力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力，左右着学校总体教育实力的强弱、学校教育水平与教育质量
的高低。
学校教育力反映了一所学校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能力和实力，涉及办学思想、办学条件、
管理水平、师资力量、教研科研、教育教学质量、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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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完善评价机制 学校对教师的评价要中肯，评价是过程的体现，评价是价值的体现，
不同环境必然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上，把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转化学困生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避
免过度注重学生学业成绩或各种比赛胜负的倾向。
评价方式上，学校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时与不定时检查相结合，再结合学生、教研组、考评小
组民主测评来评价教师工作（例如，学校教师学期工作考评）。
变重结果评价为阶段性评价，强化了过程管理，提高了对教师工作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程度，不仅强化
了过程监督，而且体现了为教师做好服务与指导工作，使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处于
积极的心理状态。
最后的评价结果成为职务评聘、年度考核、评优评先、推荐骨干、推荐学科带头人及绩效工资考评的
主要依据。
 三、用心理解教师，努力培养健康的心理品质 良好的心理品质是教师完成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教
师只有运用自己的心理品质，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和挫折，才能顺利进行教育工作，并且成为
学生培养心理品质的榜样。
 （一）缓解教师工作压力 科学处理教师的需要，化解教师工作压力。
教师合理的需求能及时解决的要及时解决；教师合理的高层次需要不能马上解决的要想方设法尽早解
决；教师不合理的需求各部门各处室要耐心、诚恳地给予疏导解决。
对教师而言，只有校长和学校领导层勤勉、有亲和力、合理科学的管理，才会让他们倾心于这所学校
的教育事业。
校长应做到“六会”：一会爱护教师。
给教师减压，说到做到，落到实处。
二会感激教师。
学校各种荣誉的获得是每个教师努力的结果，领导不要揽功，要树立“功劳是大家的，批评过错是领
导的”的意识。
三会赏识教师。
每个教师身上都有闪光点，领导班子要做个有心人，善于观察，乐于交流，勤于记录，富于表达。
一句赞美的话语，一个灿烂的微笑，一个称赞的动作，都会给教师带来工作上的动力和心理上的愉悦
。
四会关心教师。
不仅关心教师的工作，也要关心教师的生活，还要关心教师家庭的生活细节。
五会要求教师。
团队似家庭，同事就像兄弟姐妹，在一起工作是缘分，原则性问题不姑息、不迁就，严要求也是一种
情感投入，有了成绩要肯定，有了进步要关注，对后进教师要多呵护帮助。
六会指导教师。
在教学工作、教育学生方面加以指导，在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等方面多引导多组织。
缓解工作压力，解除负面情绪，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是组织教师定期参加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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