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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并涉及异常多因素的过程。
假如勉强作简单的分析：它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对象和学问出发作了解。
不同层次可包括社会制度、学校、课室、个人；不同对象可包括不同层次的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
、校长、教师和学生；不同的学问可包括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行
政学、课程学、学校改进学等。
　　文献分析的初步印象，各个层次的研究文献都不少，只有学校这一层次的研究较少；各种学问可
属汗牛充栋，唯独“学校改进”这学问可属新生事物；而结合不同对象的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
校长、教师和学生的“学校”的研究，特别是“学校改进”这一对象的研究，在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在美国，lohn（300dlad在1970年代末开展一个很大型的“学校”研究，题目是“对学校教育的研
究（A study of schooling）”。
1984年，根据这项研究出版了一本《一个名叫学校的地方》（A Place.alled school）。
这本书对教育研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使人对美国学校加深了解。
但这书的作用只限于了解，对进一步开展“改进”的作用，还有待后来学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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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为三篇：第一篇《学校改进的理论与发展》，介绍了学校改进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的
产生、形成和基本含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脉络，以及实施学校改进的策略——学校改进的能
量建构与外部支援。
第二篇《学校改进的内部能量建构》，则以北京市的两所初中学校为个案，深入探索学校在改进的过
程中，如何建构起分享的目标、学校领导、人的发展、组织能量以及课程与教学这五个方面的内部能
量，从而使学校获得改进。
第三篇《学校改进的外部支持》，介绍大学与中小学的伙伴合作，社区、家庭和学校的伙伴合作等途
径在学校改进过程中所起到的支援作用。
     本书致力于向国内介绍西方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展示了学校改进在中国实践的具体情况。
既注重理论探究，同时也关注学校改进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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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学校领导者还可以根据学校教研组存在的问题，搜集教师的意见与建议，然后将相关信息
反馈给相关的骨干教师，从而推动他们的发展。
比如在T中学，学校领导者就利用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来推动教研组长改进自己的工作，进而提升领
导能量。
　　3.提出要求，促进教师领导者的发展　　学校可以对教师领导提出相关的要求，从而促使他们建
构相关的领导能量。
所谓“要求”可以通过一些学校制度来体现，例如：评选“骨干教师”的条件和奖励办法；“骨干教
师”的成果问责等。
这些制度如果能够客观地反映学校希望教师领导达到的专业水平、能力指标，那么教师就能够朝着这
些要求去做、去争取。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校内教师领导的数量、保持教师领导的质量，还可以保证教师领导在学校改进中所
发挥的作用。
　　此外，提出“要求”还可以表现为将学校领导者的权力下放。
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工作的决策权下放到教研组、学科组、备课组，由这些组织决定本组的工作重点
和目标，然后每个学期制订恰当的计划，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进行总结，并且要求所制订的计划能够配
合学校改进的整体目标。
　　4.改变学校的评价、激励方式，配合教师领导者的工作　　学校要形成一个专业性的学习社群，
就要在校内建立一个合作的氛围。
在这方面学校可以改进现有的评价和奖励方式，使这些方式能够有助于合作氛围的形成。
比如学校在评价教师工作的时候，除了可以进行个体的评价，还可以通过对教师所在的组织进行整体
性评价，从而决定教师是否应该获得奖励。
中国内地的学校，一位教师往往不仅属于一个备课组，也属于一个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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