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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度更新在双重意义上是学校转型性变革的重要构成。
《制度更新：探寻学校运行新秩序》作者在系统考察现行学校内部制度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对学校内
部制度进行更新与变革，需要坚持教育学的立场与视角，即学校制度设计应是内含积极人性的理性假
设，学校制度价值取向应从“驭人之术”转向“成人之道”，并在制度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的互动中
实现教育的“成事成人”旨趣。
文章进而通过对几所学校制度变革案例的呈现与分析，在“如何转型”、“转了哪些型”等问题上做
出了实践回答和理性反思。
最后提出，正在制度更新的自组织过程中得以探寻学校运行的“
新秩序”。
《制度更新：探寻学校运行新秩序》由张红霞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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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红霞，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生导师。
2006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9年6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
系，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论、教育评价。
先后在《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科学研究》《中小学管理》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
篇学术论文，参编著作、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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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学校转型与制度更新
  一、学校转型引发的制度更新需求
    (一)学校转型提出的学校制度更新需求
    (二)现行学校制度制约学校转型的实现
  二、学校制度研究近况
    (一)“制度”的几种界定方式
    (二)国外学校制度的变革发展
    (三)现代学校制度研究
    (四)学校内部制度研究
    (五)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三、“变革”、“学校内部制度”及“秩序”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结构
第一章  学校制度更新的背景分析
  一、变革前的学校制度状况
    (一)价值取向重“管”求“稳”，忽视对人的真正关注
    (二)制度文本繁旧、结构松散，鲜有自我更新和系统完整性
    (三)制度程序强调“自上而下”，缺乏积极有效的民主参与
    (四)制度效果追求形式约束，缺少实质性引导
  二、变革中的学校制度状况
    (一)移植或模仿企业组织制度变革，忽视学校制度特质
    (二)深受行政力量影响，缺乏“土壤”意识和整体思维
  三、制度状况未予根本改观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管理思想的负面影响
    (二)制度变革真义的理解错位
第二章  转型背景下学校制度的再认识
  一、内含积极人性观的理性假设：学校制度设计的假设
    (一)制度设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二)已有的诸种制度设计前提
    (三)教育中的制度设计假设
  二、从“驭人之术”到“成人之道”：制度价值的教育学转向
    (一)“驭人之术”的工具理性特征及在学校管理制度中的表现
    (二)学校组织特性及学校制度向“成人之道”的转向
    (三)学校制度“成人之道”的确立
  三、在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的互动中“成事成人”
    (一)结构与功能在教育研究中的特殊性
    (二)学校内部制度“结构一功能”类型分析
    (三)学校制度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的互动关系
第三章  学校变革驱动下的制度转型
  一、从学校层面人手的制度系统变革
    (一)背景：学校变革中产生的制度需要
    (二)前奏：对已有制度的多方位、深层次反思
    (三)高潮：制度的梳理、重构与执行
    (四)续曲：在稳步推进中不断完善制度
  二、从教师专业团队活动人手的教研组制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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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摸清教师状态，划分团队类型
    (二)定位教研组工作核心，建立教研组长负责制
    (三)以群体提升为导向，建立教研组团队发展性评价制度与机制
    (四)以多种制度为保障，促进教研组团队自觉发展与提升
    (五)创建教研组文化，形成教研组品牌
  三、从教师评价切人的制度变革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阳光教师”命名制度的形成
    (二)案例二：学科教师教育教学考核制度改革的历程回顾
第四章  学校制度转型实践的再反思
  一、学校制度更新的成效与反思
    (一)学校制度更新的成效
    (二)学校制度更新的推进过程反思
  二、转型性变革中学校制度实践的启示
    (一)关注学校制度更新中人的因素
    (二)关注学校制度价值的实现条件
    (三)关注学校制度变革与组织、机制和文化更新的关系
  三、在迎接复杂性的挑战中推进制度更新
    (一)提升学校领导与管理层的变革意识与能力
    (二)在多维互动中聚集更新力量
    (三)在具体综合中着眼于自主创建
结语：从“立规矩”走向“自组织”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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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学校制度功能的完善有助于学校制度结构的优化　　强化制度的正向功能，促进制度结构的有
序化制度功能的发挥并不总是与人们预期的设想相符合，现实生活中，制度实施效果朝另一个方向，
甚至与人们的预期目的和价值取向截然相反方向发展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例如，依据教师·工作绩效
给予一定经济奖惩的评价制度，制度制定者的本意是为了利用这一奖惩措施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
热情，使人们更好地投入工作之中。
然而，这样的制度并不能总是发挥它的这种正向功能，争取拿到更多奖金或者避免被扣除奖金往往成
为部分教师执行制度的目的，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制度的目标错置，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争名夺
利上，而不是个人发展上，失去了制度本身的意义。
在制度彻底失去了其功能意义，并成为一种阻碍性因素时，往往就需要更新制度内容，进而调整制度
结构。
　　从制度特有的规范性、权威性来说，制度总是要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这种稳定性和
持续性制度对协调各种矛盾，促进群体的和谐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制度最好不要是朝令夕改式的，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人们行为的混乱和无序化，即使是在
剧烈的转型性变革时期，尽管很多制度不能满足人们对其功能的需求亟待变革，但基本的制度规范仍
然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避免混乱，使变革向“积极的”无序或有序发展的需要使得制度显得尤
为重要。
制定、出台制度的过程应该很严肃很谨慎，并给可能出现的负向功能现象留出一定的缓冲地带，使制
度结构适度松散、允许冲突矛盾随时发生、矛盾冲突制度化的机制。
而一旦形成制度，在没有更成熟、更合理的制度能够替代它的时候（如前所述，制度的功能与人们对
制度的价值预期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制度负向功能的出现更多的是人们执行制度过程中受诸多影
响因素造成的，严格来说，至少制度本身在其制定当初一般是符合人们需求的）。
与其盲目地更新制度内容，造成更大程度上的混乱和失序，不如积极强化、改进制度的正向功能（包
括使制度的正向隐性功能显性化、制度化），警惕并弱化制度的负向功能，以使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和弹性，使制度结构更为有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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