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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世纪之初，教育管理理论界出现了一个熟悉而又新鲜的概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说熟悉，是因为这一概念在企业界已经耳熟能详了；说新鲜，是因为在我国教育管理界则刚刚涉及，
其时还没有一本该方面的专著。
　　本书在内容结构上，没有囿限于一般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著作的体系而是突出教师工作特色，进行
重构。
全书由导论作提纲挈领的总论后，就直抵教师开发与管理的核心内容。
　　全书的篇章构成是：　　导论；教师招聘；教师入职管理；教师工作管理；教师绩效管理教师职
称与薪酬管理；教师激励；教师培训；教师知识管理；教师职业生涯管理。
　　全书体系前后贯通，　　严密紧凑，较完整体地反映了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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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人力资源管理》试图以人力资源理论为框架，吸纳教育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
等学科的精华，通融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
理念的先进性，理论的可指导性，对策的可行性，措施的可操作性，是《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
定位；使理论研究工作者能从中引发思考，让学校管理者能从中获得启示或教益是《教师人力资源管
理》撰写的初衷。
　　《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在内容结构上，没有囿限于一般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著作的体系而是突出教
师工作特色，进行重构。
《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由导论作提纲挈领的总论后，就直抵教师开发与管理的核心内容。
　　《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篇章构成是：　　导论；教师招聘；教师入职管理；教师工作管理；教
师绩效管理教师职称与薪酬管理；教师激励；教师培训；教师知识管理；教师职业生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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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基本内容与主要观点　　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应答行为，它与生俱
来，属于不学就会的本能行为。
另一类是操作行为，是必须经过学习而发生的行为。
比如石块落在头上，每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用手去抚摸。
这是应答行为；头戴安全帽就是操作行为。
对人的行为理解，不应从他的心理去找，而应从环境方面去考虑。
环境方面有两个条件影响和改变人的行为：一是行为的外在目标，二是对行为结果的奖惩。
该理论认为，如果行为的结果对个体有利时，这种行为便会不断加强并重复出现，当行为结果对个体
不利时，这种行为便会消退和终止。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强化，所以这种理论被称为强化激励理论，也称行为修正理论。
强化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或称类型）有正强化、负强化、衰减。
　　正强化是指运用刺激因素，使人的某种行为得以巩固和加强、再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正强化虽然与奖赏密切相关，但正强化不等于奖赏。
奖赏是个人觉得想要的、感到快乐的事件。
如果某教师做了一件好事，学校领导表扬了他，他觉得高兴，就成为正强化。
如果得了表扬后，受到同事们的嘲讽，他感到痛苦，从此再不做这种好事了，这个表扬就不是正强化
了。
“对个人而言，奖赏是否强化是主观的”，“奖赏要成为强化物，必须能增加先于其出现的行为的频
次”①。
　　负强化是指预先告知某不合要求行为的后果，要求取消该行为以避免不愉快的处置。
负强化与惩罚相关联。
因而“负强化有时候与惩罚与容易混淆，因为两者都是采用令人不快的事件去影响行为。
然而，负强化是用来想要行为的频次，而惩罚是用来减少不想要行为的频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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