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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进新世纪的发达国家为解决学校教育的各种问题，都把中小学校长队伍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突破口
，重视从教育领导的养成、任用、研修各个阶段有连贯性地提升中小学校长的素质能力。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理当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成为培育自主创新型人才的重镇，为促进教育
事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教育领导人力资源保障。
为此，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设立“教育领导学”校级重点学科，并将其作为该校教师教育学科群建设
的重要支柱而发挥引领性作用和示范性影响。
近三年来，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领导学”校级重点学科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领导新学科而开展卓
有成效的研究，特别是把研究旨趣投向我国丰富多彩的教育领导实践活动，希望借此获得教育领导实
践的滋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领导新学科。
一、教育领导学创生之必然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教育，就离不开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可以说教育领导一
直伴随教育事业的进展而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教育随着社会变革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尤其表现在观念层面，涌现不少教育创新的思想与模式，其中人们不断反思学校组织的特性
，逐渐摆脱传统的典型科层组织的“教育管理”思维，探究与时俱进的“教育领导”理念及其运作方
法，力图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领导”，由“教育管理”变为“教育服务”。
“教育领导就是教育服务”，这可以说是面向21世纪教育观念变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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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教育领导实践进行案例剖析与实证反思，阐述教育领导的实践路径和现实收获，进而思考存
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力图从多层面、多视角、多纬度来探讨教育领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丰富教
育领导研究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在教育领导实践与理论间架构起桥梁，为教育领导研究提供一个
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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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过：“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与别人不
同的思维方式，用别人忽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这是对创新意识在其所能达到的效果层面的阐释。
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这是对创新意识在其所起到的作用层面的表述。
从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家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位改革家，是当之无愧的一位巨擘。
在那个时代，他为中国教育界注入了一股清泉。
在当代，他的这种创新意识对促进教育的发展依然起着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讲，能不能继承他
的这种精神遗产，直接关系着中国教育未来的走向与命运。
教育家陶行知有这样一句座右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
也许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他才能够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作出创新与奉献。
由他提出并身体力行的“小先生制”就很好地诠释了他的基础教育理念。
“‘小先生制’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
的主要承担者。
尤其重要的是‘小先生’的责任不只在教人识字学文化，而在‘教自己的学生做小先生’。
由此将文化知识不断延绵推广，是为了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
女子教育困难等矛盾而提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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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教师教育学科群”建设是上海师范大学新世纪一项综合性、战略性的重大基础建设，即面向上海基
础教育发展需要，把学科内涵建设与服务基础教育实践相结合，创建上师大“教师教育学科群”的理
论基础以及主动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实践模式，形成具有新世纪特征、中国教师教育特点、国际大都市
特色、上海师范大学特长的教师教育服务体系。
其理论基础建设的主要特点是：创建“教育领导学”“教师教育学”“儿童学”三门综合性新兴学科
，以此三门新兴学科引领上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改革，用新的学科增长点与业绩提升上海师范大学教
师教育学科群的整体实力。
在“教育领导学”学科建设方面，上师大教育学院从2008年9月至2009年12月与“东方讲坛”联动，推
出“教育领导系列讲座”，每周三晚开讲，力邀上海教育行政部门各级领导、上海教育功臣、名师名
校长，以及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领导开展学术演讲和问题探究，从多层面、多视角、多纬
度来探讨教育领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旨在整合优质学术资源，凸现教师教育，拓展学术视野，为师
范学校的学子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以及与教育领导直接对话的交流平台。
其中包括上海市教委薛明扬主任、上海中学唐盛昌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叶澜、钟启泉、丁钢教授，南
京师范大学吴康宁副校长，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副主任周汉民教授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同时，上师大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教授每周三雷打不动的主持、听讲与精彩点评不仅成为师大学子的
学术典范，更成为上师大另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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