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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校长继续教育文库》将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值得庆贺，因为出版供中小学
校长提高培训使用的学术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针对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世界各国都在酝酿或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都十
分重视加强基础教育，十分重视中小学校长队伍的建设和培训，这已成为国际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一大趋势。
也就是说，教育改革和发展呼唤着高素质、现代化的中小学校长，也必将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适应
时代要求的中小学校长。
正因为如此，江苏省在1994年底完成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启动百千万校长培训
工程，把校长培训作为在苏南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在苏北推进教育促小康工程的“龙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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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校长继续教育文库》将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值得庆贺，因为出版供中小学
校长提高培训使用的学术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针对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世界各国都在酝酿或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都十
分重视加强基础教育，十分重视中小学校长队伍的建设和培训，这已成为国际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一大趋势。
也就是说，教育改革和发展呼唤着高素质、现代化的中小学校长，也必将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适应
时代要求的中小学校长。
正因为如此，江苏省在1994年底完成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启动百千万校长培训
工程，把校长培训作为在苏南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在苏北推进教育促小康工程的“龙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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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方学校管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权力干预控制的学校管理标准化、效率化、合理化的物本，
到满足人的需要和激励的人本，再到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促进人的发展的能本三个阶段。
在早期，学校管理被视为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输送本阶级所需人才的场所
，因而，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式培养人便成了统治者在学校管理中首先要考虑的
问题。
这时的学校管理任务，就是代表国家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行“介入”式干预和控制，学校管理理论的
研究也是侧重研究干预和控制的原理、依据、内容、适用范围和方式。
这时的学校管理基本上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附庸，具有很强的国家行政色彩和为巩固国家权力基础而服
务的特点。
这种学校管理的理论曾一度作为主流学派影响着学校管理的实践。
如在学校管理中，将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罗所阐述的科学效率原理引入到学校管理中，此后又将法约
尔、韦伯等有关效率的理论用于对学校管理的过程及其功能的分析，提出了学校管理效率的提高与学
校管理过程和各种职能、制度、权威的力量关系学说，强调了对管理效果的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主义的出现，学校管理也进而转向主要是对人的管
理的研究，即在学校管理理论研究中不仅强调对职能过程和效率的研究与应用，而且更注重对学校管
理效果的分析，阐明学校管理效果的取得与人的作用的关系，包括学校的组织、组织的成员、学校管
理领导者的类型及其与师生的关系等。
也就是说，在学校管理中更强调管理的非权力的技术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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