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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发展性督导》讲述了：教育督导是政府为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制度。
但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诸多原因，我国的教育督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学校发展硬件的督查，是对
学校发展水平的评估。
这种工作思路，在我国教育基础相对薄弱、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经费相对拮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仅使社会尤其是政府不断重视教育、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而且在一个相
对短的时间内明显改善了办学条件。
但是，这种思路也带有它自身的天然缺陷，即它是一种绝对的评价，是一种划一的评价，不利于一些
教育条件相对滞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学校的发展，不利于学校走出一条个性化的特色发展之路，
不利于学校教育内涵的丰富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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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聪富，男，1959年9月1日出生，大学学历。
现任中小学教育管理副研究员、温岭市教研教科室主任、台州市人民政府督学，曾任第七届浙江省人
民政府督学、温岭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

    从教30多年来，分别在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任职，从事过职业教育中心、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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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教育投资特别是教师福利待遇的基本公平　　目前，农村优质师资流向城区，办学条件、
福利待遇较差的学校师资流向办学条件好的、福利待遇高的学校，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除了教师实现自我自发展的需求外，更多的是源于教师工资福利分配的双轨制
，即教师的工资福利，除国家全额拨款外，还存在着学校的创收与节支水平。
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策略是实行教育投资的低位化与教师福利待遇的一体化。
　　1．教育投资的低位化。
就一个区域而言，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财政性教育投资对每一所学校是基本公平的，教育投资的不
公平性主要表现为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设施经费等方面在使用方向、使用数量的高位化，即在基本建
设方面，有限的教育经费往往用来建设“窗口学校”、“示范性学校”。
同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总量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不到10％，而学校资源配置的标准化、均衡化
与优质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这种经费短缺长期存在，会导致教育投资偏离公平轨道。
因此，在不断依法增加对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实现教育投资的低位化，更多地向边远地区、薄弱地区
倾斜，是学校教育投资基本公平最主要的保障。
　　2．教师福利待遇的一体化。
不仅如此，教师福利待遇的不公平性，既是制约学校依法办学、自主发展首要因素，也是基础教育发
展不均衡最根本的原因。
教师福利待遇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许多地方区域内公务员的年终福利要远远高于教师的年
终福利，这显然与《教育法》规定的教师工资福利不低于当地公务员水平相违背；二是同在一个校域
、镇域或县域内的同一种性质的学校，因为学校地理环境、办学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学校接受社会捐
赠的资金差异很大，导致校际之间教师福利待遇差异也很大。
尽管有些教育行政部门对设立的人民教育基金进行了统筹，向学生流出的低位学校提供资金资助，但
这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在制度上予以保障。
因此解决教师福利待遇的公平性问题，建立“阳光工资制度”，实现不同区域之间同类学校教师福利
待遇的基本一体化。
　　教师福利待遇的基本公平问题，还包括因户籍制度、区域差异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导致教师住房
问题、婚姻问题、子女入学问题乃至家庭与家族的发展问题的不公平性。
教师选择区域优势学校、优质学校成为教师个体奋斗的主要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整体的
自主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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