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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生产，还要把生产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社会，还
要把社会经验传授给下一代。
这就有了教育。
在原始社会，教育还没有成为统一的事业，恐怕还难以说有教育管理，或者说只有巫师对祭祀礼仪统
一要求。
自从学校产生以后，就开始有学校内部管理和政府对学校管理的问题。
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到，历代政府中都有管理学校的官职。
但把教育管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正如黄崴博士在总序中说的，只有一百几十年的
历史。
在我国尤其晚。
在解放前，教育管理称为教育行政，而且成立有教育行政学院。
解放以后，教育学科中没有教育行政学，但在1955年成立了教育行政学院，主要培养地方教育行政干
部，20世纪60年代教育行政学院停办，80年代初才恢复，改称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
我国第一所教育管理学院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这是我在北师大任副校长时建议成立的。
说起成立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还有一段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高等教育要恢复，管理干部是关键。
因此当时教育部就在六所部属师范大学成立了高等教育干部培训班。
1984年我任北师大副校长以后就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
一开始培训班很兴旺，许多高等学校的领导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高等教育的干部都来学习，学制
一年。
但随着高校的恢复和发展，干部逐渐充实，高等教育干部培训逐渐出现低潮。
原因是经过几年培训，现职干部普遍已经接受过一次培训，再加上学校工作繁忙，不可能长期脱产学
习，而且教育部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已经恢复，高等学校校级干部都已转到那里培训。
因此当时我认为如果再继续限于高等教育干部培训，路子会越走越窄。
但是我又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门科学，教育管理科学应该在我国开展起来，同时应该把教育管理的知识
普及到各级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于是我建议在北师大成立教育管理学院，作为一个教育研究和教学的实体。
我的建议在学校行政会议上通过并经教育部批准。
于是第一所教育管理学院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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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共10本。
《教育管理学》主要是对教育管理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建立一个教
育管理学科的基本框架；《教育经济学》主要就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教育投资、教育效益等问题
进行讨论；《教育行政学》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基本概念、教育行政体制、教育行政过程等进行分析；
《学校管理学》主要是对学校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进行分析与研究；《教育政策学》主要讨论
教育政策的基本理论、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政策的实施、教育政策的分析等；《教育法学》主要讨
论教育法基本理论、教育立法、教育法实施、教育法律救济、教育法律监督等问题；《教育领导学》
对教育领导的理论、教育领导体制、教育领导者素质、教育领导的类型、教育领导策略、教育领导的
技能、教育领导者的培养与发展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教育管理心理学》对教育管理心理学的基本
概念、原理、方法等进行讨论；《教育督导学》主要讨论教育督导基本理论、教育督导过程、综合督
导、单项督导、教育督导的方法与技术；《教育评价学》主要对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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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崴，教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兼任教育部高校公共管
理学科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
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广东教育学会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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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管理学导论  第一节　教育管理学的概念  第二节　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节　教育
管理学的性质  第四节　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五节　教育管理学科体系及其建设  本章案例：由学
校办学无组织性、无纪律性引发的问题第二章　中国传统教育管理思想　第一节　中国教育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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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权力  第四节　教育组织建设  本章案例：学校组织结构需改进第五章　教育组织文化  第一节　教
育组织文化概述  第二节　教育组织文化的功能与类型  第三节　教育组织文化建设  第四节　教育组织
文化评价  本章案例：文森中学的成功之道第六章　教育管理政治　第一节　教育管理政治及其活动
分层　第二节　教育管理的宏观政治层面　第三节　教育管理的中观政治层面　第四节　教育管理的
微观政治层面　本章案例1：实验大楼的重建与示范性学校评估　本章案例2：科研课题实施与高级职
称评定第七章　教育人事管理　第一节　教育行政人事管理　第二节　学校人事管理　第三节　学校
人事制度改革　本章案例：清华减震改革浮出水面步步直逼利益核心第八章　教育组织环境管理　第
一节　教育组织环境概述　第二节　教育组织环境分类　⋯⋯第九章　教育领导第十章　教育管理决
策第十一章　教育管理沟通与协调　第十二章　教育管理激励　第十三章　教育管理控制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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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职务升降行政机关最重要的资源是职权，而职权的获得和职务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职务的晋
升和降级是影响公务员工作状态的根本因素。
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存在着晋升和降级的问题。
晋升是从正向方面激励教育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勤政、廉政、创新、进取，而降级则是从负向方面禁止
他们做法规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情。
国家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基本原则是：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注重实绩，在国家核定的职数限额内进行
，逐级晋升，表现突出的可以越级晋升等。
职务晋升的基本条件是：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如果拟晋升上一级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
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的职位任职的经历。
职务晋升的程序是：采取民主推荐的办法产生预选对象，按照拟任职务的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在年度
考核的基础上进行晋升考核，由任免机关领导集体讨论决定人选，对晋升职务的公务员进行任职培训
。
国家对公务员的降级做出了原则的规定，国家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或者不胜任现
职又不宜转任其他职务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予以降级处理。
（八）奖励奖励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或
公务员集体给予的鼓励。
奖励的原则是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
奖励的等级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公务员
集体予以表彰，并给予一次性奖金或者其他待遇。
奖励的范围是：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成绩显著的；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模
范作用突出的；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为增
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防止或者消除
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做出
贡献的；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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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在2002年出版的《教育管理学:概念与原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基础上所主编的
一本新著作。
从2002年到现在，6年过去了，国内外教育管理学研究有了重要的新进展。
本书吸收本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对原书有关章节进行了删改，增加了大部分新内容，原书为5章，而
新书为13章。
比较而言，本书更具有系统性、知识性与前沿性。
本书由笔者提出编写大纲，编写小组进行讨论，然后进行分工。
各章的执笔人如下：黄崴（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第九章），苏娜（第二章），廖华平
（第五章），黄晓婷（第六章），贾汇亮（第八章），黄崴、于慧（第十章），王晓燕（第十一章）
，于慧、孔瑁（第十二章），黄崴、张伟坤（第十三章）。
贾汇亮协助主编对新增内容做了细致修订，于慧对全书做了认真的校订并对部分章节做了修改，最后
由主编统稿、定稿。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刘晶女士对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
感谢闫景编辑的策划和本书责编李慧平女士对本书的细心编审！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们参阅和引用了国内外同行的相关著作和文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我们在教育管理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一个新的阶段性成果，在体系、结构、观点等方面还存在
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欢迎并感谢读者对书中的疏漏、缺点提出批评意见，我们将吸收各种有价值的看
法和观点，对本书进行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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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管理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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