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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社会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组织的管理方式。
传统管理是通过“金字塔”科层组织来实施的。
处于“金字塔”顶的领导者是整个组织运作的“大脑”，组织中的其他部门和工作人员只是领导者权
威的延伸，起着传输和执行的功能。
权力的基础是知识信息，对权力的垄断实质上是对知识信息的垄断。
但信息技术把人类带人到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使得知识信息的传播广泛、快捷，打破了组织中领导者对知识信息的垄断，消解了领导者的
权威。
信息社会中组织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传统的集权式领导或外控式管理日渐衰微。
在这种情况下，分权管理和参与管理就成为组织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
　　为适应这种变化，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掀起了组织分权化改革运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企业为摆脱经济衰退所引发的企业效益低下或亏损，尝试了一系
列的组织变革措施，如分权化、企业经营部门化、参与决策、职工参股、团队建设等等。
这些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大型公司扭亏为盈，重焕活力。
与此同时，政府等公共部门改革也如火如荼，改革的基本取向和企业改革如出一辙，如权力下移、成
本控制、顾客导向、引入竞争机制、管理专业化、公共部门私营化等等，这些措施改变了传统的科层
制政府的低效性及其对信息化社会的不适应性。
　　伴随着企业和政府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学校改革开始从课堂层面转移
到学校组织层面，教育行政部门赋予学校较多的办学自主权，实施校本管理（school一
：basedmanagement，SBM），即学校实施自主管理。
校本管理一经提出，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学校管理改革运动。
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各州基本上都推行了校本管理，加拿大、英国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校本管理
，新西兰、澳大利亚把校本管理作为国家教育政策来实施，我国香港地区也广泛地推行校本管理。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校管理改革运动的挑战，作为世界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学校教育无法置身
度外，必须以积极的姿态来迎接这一挑战。
这种独立性具体就表现在归企业使用的纯收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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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本培训（教师专业发展）》是专门讨论中小学校本教师培训的著作，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教师培训的传统与走势，主要是从理论性方面进行探讨，以说明教师培训的理论基础
、政策根据及简要的历程和未来的趋势等，但为便于明了理论问题，也列举了一些实践资料。
第二部分：校本培训的探索，则是以实践性的研究为主，专门对校本培训的模式进行了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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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性研究揭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真实情况，较为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教师专
业化发展的基本轨迹。
但从有关教师专业化发展阶段来看，似乎教师成长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沿着各个学者经研究后所得出
的相对静止路径发展。
其实由于教师群体有着不同的制度背景与文化渊源，导致教师职业的发展路线也很难固定下来。
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只是向我们呈现出在不同的观察视角下教师职业发展的基本态势，展现其发展
的基本框架，以利于进一步研究教师职业发展，理清有助于教师职业成熟的基本因素，积极创造条件
，更好地促进教师职后专业发展。
　　教师职后教育与职前教育阶段关注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积累不同，它从一个学习的环境转向知识与
技能的应用以及创新环境，开始了以一个正式教师身份参与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发展的重心是专业实
践。
校本教师培训应促使教师开始不断以学者、师者以及朋友的身份进行职业探索，在复杂的关系中对教
师职业产生新的认知：关注自己的教学成长，关注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关注自身职业在生
命意义中的不断发展。
　　教师职业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呈现出连续性特征，但教师职业专业化在发展过程中又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
加之外部与内部条件使教师群体与个人在职业发展上有所区别，即使在同一所学校，其阶段性与群体
职业专业化进程也不是同步的。
　　在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中，教师作为一种职业首先强调的是教师教育教学成功，但教师职业又是个
人生活的一部分，教师职业发展始终同教师个人生存意义密切相关。
一个好教师总会时常沉浸于教育教学过程的思考之中，不断审视，重构他们的观念与信仰。
可以说教师职业成熟度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教师个人的生活，同时，教师的生活本身又影响着教师的
职业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因而，学校需要关注教师在工作中的职业体验，关注教师对于职业发展与个人生命意义关系的理解，
从更深层次上对在职教师施加影响，使教师的生活质量提升与职业发展连在一起，进而采取多种形式
，扩大教师的个人经验，增强职业自我解读能力，丰富职业与生活情感，调动教师的学习热情，尽可
能满足教师的多方需求，增强教师专业发展的底蕴。
　　（三）教师专业化的特征　　在教师专业化研究中，专业化理论研究是基础。
教师专业化概念同专业化问题一样，复杂而充满争议，这也正是理论界至今还难以达成共识的主要原
因。
社会学对教师专业化特征进行的归纳为我们理解教师专业化概念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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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专门讨论中小学校本教师培训的著作，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教师培训的传统与走势，主要是从理论性方面进行探讨，以说明教师培训的理论基础
、政策根据及简要的历程和未来的趋势等，但为便于明了理论问题，也列举了一些实践资料。
第二部分：校本培训的探索，则是以实践性的研究为主，专门对校本培训的模式进行了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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