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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我国小学的管理中校长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教学领导力是校长核心领导力，

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学生的学习而不是教师的教授的教育理念广泛传播，学校教育质

量与校长专业发展备受关注的大背景下，教学领导力将会一直成为相关政策、实践

和研究中的热点。如何提升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成为小学良性发展的急需解决的课

题。 

本文以两位小学校长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从理论入手，运用访谈法通过案例

论证了优秀的校长不但能提升自我教学素养，投身教学，而且能促进和鼓舞教师的

教以及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发展和促进教学品质的提升。具

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概念。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指校长能够正确确立

学校教学发展的愿景和远大目标，并组织和调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朝着这一共同目

标前进的能力。 

第二，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必要性。一所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长确立正

确的教学领导理念、制定发展目标。教职员工的发展离不开校长的引领和组织协调。

学生的发展需要一位有思想有灵魂，具备榜样力量的校长的指引。一所学校想发展

好，离不开校长不断的学习和教学领导力的自我提升。 

第三，影响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因素。校长的个人特质是非常重要的，

教学领导力提升的过程中，师傅和教研员的推荐和推动会起到促进作用，通过实际

的教学过程，累积教学专业知识并且不断完善教学技能，同时还需要专家的引领。 

第四，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策略。在重视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前提下，

提升小学校长教学领导能力的基础上，小学校长还能够把领导力和学校全体教职员

工分享，使全体教职员工更加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共享教学领导力的提出，使教学

管理和领导从个体行为转化成团体行为，使学校内全体员工都愿意积极参与，共同

分享的模式。 

 

    关键词：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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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anagement of primary schools in our country ,the principal’s 

role is very important. Teaching leadership is the principal's core leader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e current 

learner-centered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quality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ncipals, teaching 

leadership will always become a hot spot in relevant policies, practices and 

research.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adership of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s. 

This paper takes two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Starting from theory, using the method of interview, 

it proves that excellent principal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ir self-teaching 

quality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teaching, but also promote and inspire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The specific conten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what is the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teaching leadership.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teaching leadership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principals to 

correctly establish the vision and ambitious goals of school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to organize and mobilize all school staff to move forward 

towards this common goal. 

Second,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adership of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The development of a school depends on the principal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teaching leadership concept and the development goal. 

The development of faculty and staff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rincipal's guid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quires the guidance of a headmaster who has thought and soul and 

has the power of example. If a school wants to develop well, it canno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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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he headmaster's continuous study and self-improvement of teaching 

leadership. 

Thir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leadership of the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The personal quality of the 

principal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adership, the recommendation and promotion of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up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eaching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eaching skills through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 need for expert guidance. 

Fourth,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adership of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On the premis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leadership of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improving their teaching 

leadership ability,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lso need to enable all teachers 

and staff of the school to share teaching leadership, and they will becom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motion, responsible and dedicated. The 

proposal of shared teaching leadership transforms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from individual behavior to group behavior, and makes all 

employees in the school willing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and share together. 

 

Key words：Primary school ;principal;teaching leadership;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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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我国小学校长教学领导观念未得到重视 

我国小学的教学管理由校长统一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也由校长统一负责。这

种体制原本为了提高决策速度和管理效能，但在具体管理工作中却带来了不利因素。

首先，一些校长缺乏基本素养，不能正确理解国家教育政策和改革方向，缺乏企业

管理专业知识，在实际的工作中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实现稳定的进步和提升。其次，

一些校长没有经过系统的企业管理和行政学习，无法确立正确的教学领导。第三，

学校管理大权在校长手里集中体现，存在特立独行。 

从传统的认知来看，校长作为学校的行政长官，以学校繁杂琐碎的行政事务为

工作重心。校长自身对教学领导并没有明确定位，将它放在次要的地位，所以教学

领导也自然被视为教学管理，而真正的教学管理事务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或者教务

主任代行。与此同时，教师们普遍认为校长缺乏足够的学科技能指导教学实践活动，

难以信任校长的教学领导力，认为校长只是执行行政管理手段。教师们片面看待校

长教学领导的具体作用，认为校长组织参加教研、观摩课堂教学、教学测评等只是

为了检验学生学习成绩。正是学校校长、教师、各主体对于教学领导的不恰当认识，

我国小学校长教学领导观念未得到重视。      

1.1.2 教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欠缺影响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执行 

校长进行教学领导不仅需要其拥有丰富的教育理论基础与教学管理方面的专业

技能，同时也需要其对各学科基本理论知识的认知，这样才有能力对各科目教学工

作进行检测和督导。可是现阶段各教育主管部门开设的培训内容不是教学领导力方

面的培训，而重点是进行行政和管理业务能力的培训。另一方面校长因为学校行政

职能繁杂，对教育教学理论学习缺乏兴趣，所以也很难提升自我教学领导力。由于

主客观因素，校长的教育教学专业理论知识的不足和缺乏系统和完善的技能，形成

了其在学校中实现高效教学领导的障碍，其教学领导力的执行因此弱化。 

1.1.3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研究成为急需解决的课题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指校长能够正确确立学校教学发展的愿景和远大目标，并

组织和调动学校全体教职员工朝着这一共同目标前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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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领导力是一所学校的领导者通过长期的的行政工作和教学行为带动全体教

职员工的积极高效的教学和所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把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改革、

课程设置和特色建设融合，并把落实教学管理与教学成果测评和评估以及指导结合，

再把教学成果与社会实践结合，以实现学校凝练的校园文化、发展方向和集体目标，

促进学生不但能够孜孜不倦地学习也能永不满足地成就自我。教学领导力是校长在

行使行政职能和教学管理中最重要的能力。只要教育事业的聚焦点是学习的一方，

教育的质量和校长的作为就会受到社会的监督。在这样的趋势下，校长在教学工作

上的领导能力始终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和政策涉及的核心。 

1.2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1.2.1 教学领导力概念的起源 

“领导力”最早出现在管理学领域。美国的教育行业在上世纪末期引入此概念，

标志是 Effective Schools（有成效的学校）运动的开始。[1]“有效学校”活动，为

相关教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分析样本。研究人员发现，学生的考试成绩和自

我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家庭环境，另一方面取决于学校教育。而校长和老师的水平

很大程度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 

什么样的学校能被成为“有成效的学校”呢？首先，这个学校的校长应该在教

学工作上具有引领能力。[2] 学界对教学领导力的概念有着不同的阐述。其中，教育

学专家贾思铂﹒墨菲和菲利浦﹒海林杰的界定，最广为教育界所接受。[3] 他们认为

教学领导力就是校长领导与管理学校工作的能力，高效的协调全体教职员工的教授

与所有学生的学习，并参考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理论，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首先，

研究者评判一位校长在教学事业中是否起到引领作用，应该先明确领导力的领域、

作用和外在形式；其次，领导力的发挥应该围绕“确认学校目标”、“安排教学计

划”、“营造学校特有的文化氛围”三个中心；最后，教学引领力具有十个作用。

这十种教学领导力职能为 “明确教学领导的方向”、“沟通与交流标准”、“对

教学工作的监督和测评”、“课程安排和教学改进”、“评估学生能力”、“营造

学习氛围”、“优化教职人员的工作”、“与教职人员和学生密切交流”、“提升

                                                              
[1]  Hallinger,P..The Evolving Role of American Principals: From Managerial to Instructional to 

Translational Leade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92,30(3):35-48. 
[2] Southworth,G..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n schools:Reflec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ment,2002(1):73-91. 
[3] Hallinger,P＆Murphy,J..Assessing the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 of Principlas ﹝J﹞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1985,86(2):21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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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作用”、“做出榜样”。三维度十职能的提出反映了更多研究者对于新时代教

学领导力的期待方向，也指明了如何提升校长领导力的策略。  

1.2.2 教学领导力概念的界定 

更多研究建构主义的学者认为，教学领导力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所有的

运用和研究中，每个领导者都通过思考和研究形成自己的概念，从不同的观念形式

出发，得到不同的效果。学校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必然有自己的架构方式、文化氛

围和领导特点。这些因素的差异会导致教学引领力量的效果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

个学校中，不同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4] 针对这种现象，

部分研究人员利用实证方法，对教学引领能力进行了定性研究。早期反响较大的两

项研究都是在上世纪末完成的。最早的研究开始于 1998 年，由美国 UGA 的学者完成，

代表人物为伯雷兹。[5]该研究的调查样本是美国境内的 800 名教师。他们在人口密度

大的地区任教，有小学的、初中的和高中的。问卷内容是校长在教学工作上的引导

能力能否影响教学质量这个问题。然后基于这样的调查问卷深入研究分析产生的原

因和可能论证得出的策略思考。最终，研究人员发现重要程度前三名的能力是“与

教师的交流能力”、“对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作用”、“引导教师认识自己的能力”。

这三项能力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另一项研究是由英国雷丁大学的学者索斯沃斯于 1999 年完成。[6]这些新的发现，

引起了人们对教学领导力的关注和重视。因为这样的构建，教育主管部门、国家、

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各种各样的关于校长成长和自我学习的培训，通过教

学领导力的培养和训练，期待可以对学校的发展有更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基于一

部分历史原因，美国对校长的聘用机制不注重教学，也没有开展关于教学和课程的

专业培训，而是更关注校长的学历背景，社会影响力，甚至社会资源，导致了校长

对教学的轻视，也没有产生兴趣和关注，并没有在教学能力方面有长足表现，同时

也暴露了校长的短板。同时校长因为负责一所学校，需要对接很多行政关系、社会

关系、社区职能，根本无法投入时间和精力在教学和课程的研究和改革上，教学领

                                                              
[4] Southworth,G..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in schools:Reflec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ment,2002(1):73-91. 
[5] Blase,J,R.＆Blase,J..Handbook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how really good principals promo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Thousand Oaks,CA:Corwin Press,1998.1-102. 
[6] Southworth,G..Small successes: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ed from successful heads of small 

primary? ﹝J﹞.Managing Schools Today,1999,9(2):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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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更是无本之末，难以形成和发展，这些问题共同形成了一种不利趋势，阻碍了

上世纪末的教学领导力的相关研究。 

1.2.3 教学领导力内涵的演变 

2000 年后，世界各国将基础教育的着力点放在教学质量上。教育工作者、教育

学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十分重视学生的自我拓展和学习情况。随着上述趋势的变化，

教学引导能力的相关分析重点也放在了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其中，美国范德比尔特

大学的研究影响较大。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学者墨菲等人认为，自我发展是学生

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教学领导力包含“重点关注方面”和“具体实行方面”。

“重点关注方面”指的是设定目标、具体实施、鼓励学生、激发潜能、密切交流和

能力评估这些项目。他们是教学领导能力的日常衡量项目。而“具体实行方面”指

的是具体学习过程。研究者要从“学生发展”、“课程合理设置”、“学习效果与

效率”、“文化氛围影响”、“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严谨的测量评估”等方面

研究教学领导力的特点和关联因素。这种思考模式不只包括教学引领能力本身，更

注重该能力在教学工作中的运用，以及该能力对学生学习质量的影响。由此可见，

研究者始终明确目标和效果的重要性。[7] 

教学领导力概念内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模糊、成形、形成体系的过程，从客观

研究和分析到参与者主动创建。通过学校这个载体，伴随以学习主体为核心的研究

方向，我们应该不断总结和不断梳理当前的研究内容，认清教学工作的引领能力对

教职人员和在校学生的作用，按照学校的教学内容，兼顾先进的教育方法，结合课

程安排与课程改革，帮助学校达成预设目标，促进学生自我成长和完善。[8] 具体地

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教学领导力的特点，“营造环境，服务教学”、“追

求绩效，鼓舞教师”、“构建模式，选择方式”、“明确目标，制定政策”等多个

维度。 

1.2.4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研究 

小学的日常运营管理中，校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开始关注小学校长在进行管理工作中的教学领导力的重要作用。小学校长教

                                                              

[7]墨菲，等.范德堡教育领导力评估：以学习为中心的评估模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29（1）：1-10 

[8] Lambert,L..A framework for shared leadership﹝J﹞.Educational leadership,2002,59(8):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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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导力如何通过校长明确学校教学愿景和目标，并动员组织和协调学校全体教职

员工围绕这一共同目标奋斗。 

1.3 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何谓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第二，小学校

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必要性。第三，影响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因素；第四，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策略。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需要研究者先收集相关资料，再对其内容进行探究，并按照预定目

标挑出有用信息。本次选题需要采集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

等领域的内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阅读、分析和思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

献资料，而且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1.4.2 经验总结法 

        该方法需要研究者先了解相关情况，再依据大量实践的事实，按照严谨的规范

研究的标准，进行归纳与分析各类教育理念和现象，揭示其内在联系和规律，使之

系统化和理论化，上升到正确的理论高度的教育科研方法。 

1.4.3 访谈法 

        该方法需要研究者对访谈对象进行访谈工作。具体而言，研究者先和调查对象

约好采访事宜，然后用对话交谈的形式了解调查对象对某些教育事件的态度，以此

加深对目前教育现状的理解。想要了解小学校长在教学工作上引领能力，研究者只

需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访谈即可。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人员要准确完整地记录下调

查对象的看法，然后进行梳理，得到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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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概念 

2.1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界定 

2.1.1 领导力 

领导力指在特定的团队或者组织机构中，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通过自己

的努力还能带动他人和团队，进行最优质的资源配置和合理规划，高效实现共同目

标的能力。 

到现在为止有关领导力的表述主要一下几种：领导者本身具有的能力；影响他

人的能力；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和谐统一的关系；各种因素的合力。 

2.1.2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指校长明确学校教学愿景和目标，并动员组织和协调学校 

全体教职员工围绕这一共同目标奋斗的能力。 

2.2 影响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构成的因素 

2.2.1 品格因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构成中的品格因素包括道德品质、性格特点和工作及生活

作风。一名优秀的校长一定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身正为师，德高为范”，校长

的言行举止在教学工作中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会自觉自愿地在

校长的领导下围绕学校的教学愿景和目标发挥潜能，贡献自己的价值。 

2.2.2 能力因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构成中，能力是关键因素。一名能力卓越的校长会给全

体教职员工带来成功的希望，优秀的小学校长首先具备战略规划能力，很强的组织

管理能力，高超的沟通协作能力。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愿意追随能力突出的校长，因

为大家相信能力突出的校长可以带领大家实现学校的愿景和目标。 

2.2.3 知识因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构成中，知识因素是非常关键的。作为学校的教学工作

的领头人，校长首先应该具备系统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要不断的深入一线工作，

在不断的教学领导实践中，不断提升专业知识素养，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学科知识，

而且具备判断教育教学发展趋势的能力，通过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的完美结合，逐

渐形成先进的教学领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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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情感因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构成中，情感因素是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催化剂。情

感是人对客观事物好恶倾向的内在反映，情感关系是管理中重要的因素。人与人之

间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更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和团队文化。在学校中，校长与教职

工和谐融洽的情感关系，是影响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校长与教职工之间

的情感深厚、关系密切，校长对教职员工的关怀体贴会让教职员工产生极强的认同

感，并且产生对校长教学领导力实施过程中的高度认同和追随。 

2.3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胜任的特点 

课程改革在逐步推进的同时，一线校长教师及教研者越发重视校长教学领导力。

国家颁布《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以后，众多研究者深入分析和研究了校长

教学领导力形成、培养和提升的关键因素，在调查研究我国中小学校长教学领导行

为的基础上，创新符合我国教育教学国情的校长教学领导力培养和提升的测评标准。

而于此建立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胜任特点包括“营造环境，服务

教学”、“追求绩效，鼓舞教师”、“构建模式，选择方式”、“明确目标，制定

政策”等多个维度。  

随着教育工作者、学术研究者对教学领导力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教育教学的

改进工作逐渐将着力点迁移到领导力的提高上。这种能力将影响学校教育质量，推

进学校发展，提升教学的组织和管理教学的基础。卓越的教学领导力是优质学校的

显著特点，同时也是诸多目标的基石。这些目标包括：优化教学质量、开拓教学眼

界、引导教学工作等。另外，如果相关人员能准确掌握这些特点，校长在教学工作

上的引领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2.3.1 明确教学理念，制定教学方向的能力 

通过先前综述和研究得出，领导者之所以成为领导者，开始理论是认为其具备

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但是后期随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理论研究支持领导力并不

是天生的，是可以通过不断地习得和专业培养而形成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和统治阶

级为了维护利益而建立的秩序，在历史上领导力就意味着等级和地位。而事实上这

些因为国家政权机构、社会团体或者宗教组织给与的权力并不会产生领导力。在全

球文化、经济、教育不断深入融合的信息时代，小学校长如何正确地理解教育理念，

把握全球及国家教育政策的方向和趋势，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结合具体国情，并

且结合自己的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和技能确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制定最合理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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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能够激发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积极高效地实现学校的共同目标和规划，通过共

享教学领导力，确立共同正确的价值观、规范标准化的管理、规范教育教学制度、

激励教职员工教学相长、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熟练掌握信息化和现代教育教学科

技等手段实现学校战略发展目标，一个学校的发展愿景和未来目标由此而产生天壤

之别，影响一个学校的品牌最大化和长期高品质的发展。因此，培养拥有深厚教育

管理理论基础和具有现代化管理经验的校长，并且持续有效提升校长自身教学领导

力，是学校组织运营和教学管理中的关键性因素。 

2.3.2 构建教学模式，选择实施教学方式的能力 

如何深化学校发展的愿景，确立学校的发展方向、打造学校文化特色是校长关

注的关键，这也是优秀的校长之所以能够稳定持续发展优质学校的基础保证。一所

学校的核心愿景是确保一所学校快速并且能够可持续性发展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属

性，拼接卓越的教学领导力，并且有章法的组织和独特的创新，能够统一思想，共

享价值观，创新集体文化，一旦被教职员工欣然接受并且产生共鸣和高度认同，将

会产生巨大的核心竞争力和超强的工作动力。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能够激发教职员

工自主的责任心和创造性地改变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凝聚共同的价值观，同进共

退，创新和发展高品质高标准的学校。学校共同的具有理想化的愿景既要符合时代

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要求，更要体现出学校的示范性。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一定深

信不疑地支持学校的共同目标，是可以通过有组织、有秩序、高效地实现的。 

通过一系列地科学有效地组织和规划，明确和深化学校的核心愿景及形成学校

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的价值观是校长领导力的显著表现，校长通过带领学校全体教

职员工积极主动地探索实现有效地发展学校。研究讨论“学校目标是什么、教学发

展的方向是什么”是校长教学领导力的集中体现。深化“未来是谁的”，虽然一所

学校的未来规划通过学校校长的领导，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教育政策，集全校教职

员工的集体智慧，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形成的。但校长必须要重视学校共同目标形成

的过程，优秀的具有卓越教学领导力的校长要通过有效的组织和动员，调动起全体

教职员工积极主动地参与目标的确立，并渐渐在共同的协同发展中形成统一的认知，

并且能够带动全校教职工的战斗力，鼓舞他们全力以赴地自发自觉地向同一个终极

目标奋发。 

2.3.3 营造优质教学环境，为教学工作服务的能力 

每个人天然是有惰性的，总会不由自主地安于现状，不愿思变，对变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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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抗拒心理和抵抗行为。一个优秀的具有卓越教学领导力的校长可以及时睿智地

发现影响学校发展的障碍，并且能够迅速通过有效的手段消除不利影响，提升教学

领导力。 

一名优秀的具有卓越教学领导力的校长具备这样的特点： 

第一，能够迅速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形成认同，潜移默化、逐渐地创造出优质的

心理环境。从学校发展共同愿景出发，影响全体教职员工深度分析和研究学校发展

中的危机与机遇，深度思考墨守成规和变则通的逻辑关系，积极主动地拥抱变化，

甚至发起自身的革命与自我批判，强化全体教职员工的忧患意识，形成集体认同。 

第二，能够充分运用智慧，在客服客观条件中的不利因素，突破现实常规的一

叶障目的局限性的过程中把握创新机会和趋势。创新是不破不立的基础，分析学校

发展过程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改变陈旧观念和保守思维和寻求不断地创新突

破。 

第三，不断学习，有效沟通。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学习型

的工作者，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使得与时俱进的学习成为必要，保持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将是每个人的唯一标准。作为学校校长更应该努力的不断学习，学习

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参与更多的实践活动，和所有的教职员工一起学习强化教育教学

理念，提升教学领导力。领导和卓越的领导力还体现在有效的沟通交流上。校长营

造优质的教学环境也包括创造一个学校内全体员工之间、员工与校长之间的平等自

由的交流沟通平台，创造人人都愿意自由沟通和交流的氛围，校长需要具备为全体

教职员工教学工作服务的意识，校长能够做到经常与教职员工及时沟通和平等交流，

能充分了解大家的思想动态和及时了解全体教职员工的具体情况，深入沟通和交流，

统一为学校的共同愿景努力。 

2.3.4 追求教学绩效，充分激发教师教学积极性的能力 

优秀的校长不但能追求教学成绩，还能充分激励教师热爱教学，引领教师在自

己的学科专业领域迅速发展和促进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在学校中，大部

分校长关注学生理想和自我成长，却没有引导教职员工拥抱梦想实现理想。大部分

校长只关注是否可以帮助学生的考试成绩有显著进步，却没有真正关心过教职员工

的个人生活情况和家庭条件，更不用说对老师的思想教育和精神追求。教育事业是

太阳下最光辉最伟大的事业，有一个卓越的领导带领，所有教职员工可以找到自己

的个人梦想和集体利益一致的地方，才能够因为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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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要加大对教师的精神教育，同时必须认识到加强思想教育是切实可行的，而且

是行之有效的。 

一个拥有优秀教学领导力的校长通过有目的的创造学习机会，打造学校文化氛

围，带动教职员工的成长。校长善于发现标兵，善于打造学校的楷模，通过榜样的

力量，培养和带动更多老师的集体观。对于优秀的，甘愿付出，热爱学生的教职员

工，优秀的校长除了表扬，还会在奖金、福利，进修学习上给予更多的经济支持，

带动全体老师的教育素养和道德情操。校长要尊重并且能够设身处地考虑教师的合

理生活和工作需求。满足教师物质上的需求是必须的，同时要满足教师的精神需求。

在我国尊师重教的环境下，教职员工物质条件逐渐地得到了满足，大家更关注精神

层面的需求。 校长不是高高在上的，要和所以教职员工打成一片，和他们成为朋友，

尊重每一位教职员工，充分地信任他。要尊重教师的情感。现代管理中越来越重视

对员工的尊重。教师只有感觉得到充分地尊重，才会更自主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卓越的校长懂得尊重教师，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和所有教职员工融为一体，建立友

谊，成为家人，也是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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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必要性 

3.1 学校发展的需要 

小学校长普遍地都被认为是学校处理日常行政工作的一把手，小学校长工作内

容的重点就很正常的被认为是行政事项，什么内容都管。教学领导负责这方面的事

宜，是决策方和统筹方。执行方的角色一般由副校长、教导主任等承担。然而，正

职校长却没有正视或重视自己在教学引导方面的责任，往往认为自己是教学领导的

二线力量。实际上，处于教学一线的老师们也同意校长的职位重点在行政工作上，

因为他们认为校长并不参与日常教学，相关的专业知识不足。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

种误读。这种误读体现了教师对教学引领工作的轻视。对于校长听课、打分等工作，

教师们多数将此归类到成绩检验的行政工作上。正是由于小学校长和教职人员无法

认清教学领导力的重要性， 

一所小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校长是学校发展的掌舵者，也是全体教职员工

和学生学习的榜样。校长需要深入研究教育教学理论，研究国家政策发展趋势，理

解国家教育发展方向，并且能够与时俱进地制定战略规划，同时具备制定教育教学

计划，同时可以指导教职员工完成教学管理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学校需要校长重

视整个学校的发展规划，学生需要更好的学习条件，学校需要校长创造更好的学术

氛围，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一位有着卓越教学领导力的校长。 

3.2 教职员工发展的需要 

一名校长需要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学校改革的具体方向和目标，通过不断地组

织和协调，融入到全体教职员工的思想中去，如果校长的教学领导力不够优秀，就

比较难以取得教师的信任，自然教师在工作和教学中的执行力也会大大削弱。校长

是学校教学领导的核心，是教育事业的实践者。 

作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领头人，校长应该不断学习，通过各种形式，提升专

业素养，更新学科知识，为教师创造和谐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学生营造优质的学习

环境和氛围。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自我素养的提高，校长应该深入教学工作一线，

对于课程计目标、课程计划、教学标准和教学成果进行深入细致的教学指导工作。

校长有责任帮助全体教职员工成长，不仅仅是在教育教学业务方面的成长还包括自

我素养的提高和工作积极性的调动，以及工作环境改善，福利待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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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校长作为教学领导，需要调动全体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发老

师的学习和教学热情，尊重每一位教职员工，打造校园文化，为老师创造归属感，

形成团队凝聚力，创建良好校风，才能带领全体教职员工运营管理好学校，形成学

校品牌，创建名校。 

3.3 学生发展的需要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其完成学业和实现成长的环境，一位有教学领导力优秀

的校长对于每一位学生的意义重大。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学生是以校长为榜样

的。很多学校之所以成为名校，更多的因素是因为名校长的品牌效应。现阶段随着

社会力量办学的兴起和繁荣，很多优质的私立学校运营管理规范，学习氛围浓厚，

校园文化深厚，就是因为得益于某位优秀的校长其卓越的管理能力和教学领导力。

一名优秀的校长要有能力为学生创建优美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构建美好的学习愿景，

为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让学生在学校阶段不但能够完成学业，不断地完善自我、

还能创造无限可能。 

3.4 校长自身发展的需要 

校长的教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出现欠缺，在从事科学的教育教学管理指导当中会

显的力不从心，校长教学管理中也发现了自己的匮乏，无法客观合理的进行教学管

理行为。所以在自身和教师全体方面要注重教学领导力的培训和学习，强化观念，

扭转思想。 

校长进行教学领导必须全面武装自己。首先专业的课程理论需要不断学习，并

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去运用。勇于落实，勇于承认匮乏的自我理论知识，勇于带动和

形成不断学习教学理论的氛围。除此之外，校长还得让自己成为一名全能型的战士，

教职员工的社会关系得处理好，各学科的教育特色也必须掌握，这样才能够在对全

校各科教师的教学工作指导中有标准有方向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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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响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因素 

4.1 校长的个人特质 

通过对两位小学校长的访谈发现，两位校长都是个性突出的校长，独特的教育

思想和积极勇敢的开拓精神使她们对生活和工作充满信心，这些也体现在她们的教

学成果里。个性化的教育风格和富有魅力的性格，会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

教育领导的全过程中。 

某小学校长 A,高级教师,现任太原某小学校长,曾获得“山西省优秀教育工作

者”、“太原市优秀校长”等多项荣誉称号。他的教学领导主要体现在改革课堂教

学,创新出新的教学方法，并得到广泛推广。 

某小学校长 B，全国模范教师、全国特级教师，毕业于山西某师范学校，爱好广

泛。后任某小学语文教师，不断总结形成自己独特的课堂教学法和培养学生的教学

模式。工作三年后，担任校长助理，后来创设了自己的民办小学，自己任校长，将

自己独特的教学法和教学模式推广和落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校发展的如火如

荼，生源爆满。 

A 校长说：“一个人的能力形成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先天素质是能力发展的前提，

环境和教育是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教育在能力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个体的实践活

动对能力的完善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学习专业知识，提升思想水平，积攒相关经

验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A校长回忆，他在做学生的时候十分喜欢读书，其阅读内

容也包罗万象，例如文学著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知识等，并且对于所有

的阅读内容都做了详尽的读书笔记。另一方面养成勇于实践的习惯。通过积极地参

与各项实践活动，不断地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反复运用到实践中并且重复检验，不

断优化和改进自身的学习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同时提升了实践能力。 

B 校长回忆说:“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想当个好老师，所以在学习期就树立了远

大的理想，要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并且受学生爱戴的名师。如

饥似渴地在教室、图书馆广泛学习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研究教学方法。

除了教学工作外，我忙于社团活动。我参加文学社，参加记者团，而且在每个社团

我都能够全力以赴地去完成社团的工作，每次都力争把工作做到极致。自己不但提

升了自己，而且培养了卓越的领导力，成为团队中的核心领导。 

通过 B 校长的回忆，可以看出她在学习期间刻苦努力，社团活动极大地锻炼了

她，奠定了扎实的教育教学理论基础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活动，并初步形成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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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4.2 一线名师的经历 

两位校长都是从一线名师成长为校长的，甚至现在还在教学一线，进行教学研

究。她们知道教学改革的方向，了解社会发展的脉搏，拥有从一线教师到校长的所

有经验，她们知道如何组织教学工作，知道如何组织教研活动，知道如何确立学校

教育改革方向，明白需要培养什么样的老师。丰富的课堂经验，让校长对教育的理

解更加深刻。正因如此她们总能发现问题，总能把握规律，总能提出个性化的理念。 

A 校长大学毕业后就在小学从事教师工作，迅速地在年轻一代老师中展露头角，

并且自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进步都要归功于以下举措：研究学校的

教学目标与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和孜孜不倦地追求教学质量

地不断提高。他说:“学校有教学要求和标准，我在担任老师的期间，会花很多时间

深度钻研学校教学的要求和标准。并且我能够根据学校的教学要求，结合班级学生

情况，制定出切实可用的策略，并且通过反复论证，优化策略。我对待每一位学生

都能做到因材施教：对于优秀学生，善于发现学生天赋和兴趣所在，发挥学生特长，

在课堂上严格要求，在课后适当地给予额外的辅导，鼓励学生参与各种竞赛活动，

让优秀变优异。对于相对落后的孩子，我会分析他的学习兴趣情况，找出问题所在，

纠正不良习惯。后进生在我这里得到的关注度会更高。我会帮他一起寻找学习环节

中他薄弱部分是什么，课后我也能对后进生针对性的辅导，增强他的自信心，帮助

他通过查缺补漏，巩固基础知识，从而走出学习的困境。 

在整个的教学中，我可以做到全面关注优生、中等生、学困生，整体提高班级

教学质量。我认为，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关注一时的成绩，

更需要关注知识结构的形成情况，因为好成绩的取得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小

学知识是初中知识的基础，初中知识是高中知识的急促，所以我很重视学习的积累

和循序渐进。” 

B 校长是学教育出身的，后来担当语文老师的职位。她因为教学水平过硬，成为

模范教师，又因为在自己的工作积累和不断学习，后来担任校长助理、创办自己的

学校。B校长说道:“在我是名师的时候，要参加很多教学研讨会，要出很多公开课，

每一次的示范和展示，我都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善于组织和设计课程，要勤于钻研，

关注效果和落实，在每一次的课例展示过程中，都要进行和学生的互动和专家的互

动研讨，接受专家的点评，如何能够出色地通过一节课来展示自己独特教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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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念是对我最大的考验。在这些过程中，我慢慢提升了教学能力，甚至成了教学

工作的领导者。”由此可见，这段经历为 B 校长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位

校长将教学工作看作提升自我的机会，通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逐渐形成了系统

的教学风格，成为优秀的一线名师。 

4.3 专家的引领 

两位校长在领导过程中不会闭塞视听，而是真正的将领导力和所有的老师共享，

将教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与迷茫和真正的专家和教育家共同研讨，带动全体老师积

极参与进来，共同推动学校的发展。由此可见，校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校长的领

导力是共享的领导力。 

A 校长通过与专家名校长建立长期合作的方式，开展大讲堂，文化课堂，每个学

期邀请专家到学校指导具体工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全省范围内聘

请名师，从而突破不断出现的障碍，实现教学领导的提升。 

B 校长在面对“遇到过什么教学引导工作上的阻碍”这个问题时说到：“阻碍必

然存在，因为我要进步。”校长说“比如学科缺乏名师，无法形成示范效应，我通

过培养或者引进，再把专家请进来，手把手地针对一堂课精雕细琢，通过课而提升

老师的教学能力，效果显著。我在学校创建了“名师摇篮计划”，通过传帮带，通

过师徒传承关系，逐渐打造出一支名师团，学校的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所以逢山

开山就是我的态度”因此她面临困难，解决困难，迎接下一个困难。

4.4 自我学习和实践 

在访谈中笔者提出“您认为行政管理和教学领导哪个更重要?”，A校长回答道:

“我认为教学是一所学校质量的真正核心，所以作为一名校长，教学能力是我最重

要的核心能力。我通过教学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模式。第一，确立一种教学理念，

深化这种理念，引领教学和学校的教学改革。第二，探索一种策略为这种理念的实

施服务。那么如何实现教学愿景，深化这种理念呢？就是通过“共享、研讨、落实、

评价”的实施策略，要完成教学目标，我还需要不断提高效率，开展细分领域的专

项研究，落实问题的解决，总结经验的习得，把教学理念渗透到教学工作中。” 

一方面，教师和领导的双重身份带来两种不同的职责，而两种职责的履行间经

常存在时间冲突，例如临时的行政工作多，上级主管部门活动多，无法及时备课和

上课等，或者经常要面对调课，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尽快解

决这些问题，A 校长会做更多充分地准备,如提前备课，同时准备调课方案以防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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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另外，校长还经常为了学生作业加班，虽然劳累，但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用更充分地准备迎接随时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初任管理者，除了要承担一部分

行政工作之外，做好自己学科教学的同时，还要指导其他学科的教学教研和测评，A

校长发现自己对其他的学科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未知和缺乏，完全能无法进行实

际的指导工作，这就要求他必须进行更广泛更专业化、系统化的学习和研究，对于

全校所开设的各类课程都要深入学习和研究。“只有不断的自我学习和实践才能先

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才有能力去指导各学科的教师，从而实现对学校的教学工作

的指导。由此可见，领导不是悬于高空的职位，而是深入实践的职责，需要在具体

层面和专业层面给教学工作一定的指导，帮助教师更好地教课。这些才是所谓的教

学领导力。”A校长说道。   

B 校长开始担任教学管理工作，培养自己的教学领导力。B校长在教学管理工作

上的举措如下： 

第一，以教学发展为目标，制定相关方案 

她通过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优化了课堂质量，并提出了“课堂教学经典计划”、

“形成独特教法”、“围绕学生的学和落实，进行‘学生分组教和学’策略的研究”

三个教学发展策略。 

第二，确立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在进行教学管理中，B校长狠抓团队建设，大胆提拔了一批年轻骨干教师，强化

管理标准，建立起科学的管理系统，制定了常规的工作流程，以提升教学质量为重

点。这项举措能帮助她及时发现教学问题，密切团队交流，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优

化教学工作。 

第三，与教师密切交流，平等沟通 

B 校长十分重视与老师们之间的交流。因为在交流中，校长才能了解老师的问题

和需要，帮助他们一起解决困难。在交流中，老师们可以畅所欲言，分享自己的想

法，交流教学的经验。校长以平等的视角与教师对话，使整个团体更加亲密、更加

团结。 

目前 B 校长已经创设了自己的民办学校。结合以往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教学风格

和领导风格，B校长在教学领导力层面探索出了个性化的理念。 

具体理念如下： 

第一，个性化的教育策略

B校长回忆：“我见过很多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环境需要独特的教育策略。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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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会因为地区、发展水平、文化历史等显示出不同的教育特点，但是教育背后的

趣味性是相同的，教育创造的活力是相同的，教学相长的关系是相同的。这些都需

要我们的智慧。课堂是学生的心灵属地。”因此，课堂活力的源泉是合适的教育观

念。 

第二，个性化的践行方式 

B 校长在访谈中回忆到自己在教学引领上的举措。她说：“每天都在课堂上，我

的课堂和老师的课堂上”。B 校长除了听课,她还参加学校教学研讨会等，她就一直

在教学第一线，她就一直在老师当中，她不是一名校长，她就是一名老师。 

     通过对教学领导力概念、特点的深入研究，结合对两位小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的

研究，对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将把研究理论成果运用到实际的

教学领导过程中去，学以致用，才能更好地把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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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策略 

5.1 重视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 

一个小学，校长是学习的灵魂，他既要重视整个学校的发展，为学生打造更好

的学习条件，创造更好的学术氛围，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又要意识到自己是全校教

师的榜样和模范。身正为师，德高为范。校长要在学校行政管理和学科教学领导中，

及其深刻审视自身的在教育工作上的认识，关注教学质量，切实提高在教学工作方

面的引领能力，并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5.1.1 自身角色认知的转换 

在教学中，校长不仅仅负责行政事项，还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教学领导职能，做

教和学的领路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个经典的论断：“校长的首

要任务是关注课堂，从实际课堂中了解孩子，学会教育的方法。凡是经验丰富，认

真负责的校长都会如此。”其论著《青年校长谈话录》被誉为“校长和教育工作者

的必读经典”。 

5.1.2 促进教学方式的改善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其完成学业和实现成长的环境，校长对教学领导要非常

重视，严格督导和测评学校教育效果，看教学内容是否得到充分落实，创造优质的

教学氛围，老师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热情，探索新课程的改革。摒弃以往的教学模式，

学习更多专业性的知识，倾听更多有利于专业工作的观点。因此，校长不仅仅要提

高自身，还应该做到与教师的密切配合。同时还要指导帮助教师。共同构建美好的

学习愿景，打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团队，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发展，

还要改变绩效评估方式，实现教师、学生、学校三面发展，为学生在学校阶段能够

完善自我、成就自我创造最优质的环境。 

5.1.3 落实教学领导实践 

校长是一个学习教学领导的中心主干，是教育事业的践行人。作为学校教育工

作的带头者，校长应该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更新学科知识，为教师创造良好的教书

环境，为学校成员营造良好的读书气氛。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外，校长应该深入教

学工作第一线，利用听课观摩的方式，为教学纠问题，为教师提意见。当然，听课

不能只是为了听课本身，把听课作为一项任务。校长应该深入真实的课堂，制定听

课计划，将其作为制度落实。 

一个学校，校长作为教学领导，要能激活老师的教学热情，带动大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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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和教师之间是团结合作，彼此尊重的关系。校长能够带动全体教职员工，紧密

联系起来，形成学校团队文化，从而形成学校品牌，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5.2 提升教学领导专业技能 

5.2.1 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多元选择 

第一，开设专业课程。为了打造小学校长的领导力，开设各种课程，例如管理

心理学、个人影响力，如何打造个人品牌，塑造领导者权威。 

第二，建立网络课堂。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为校长提供更顺畅和便捷的学习

平台，开设专业技能等课程。 

第三，接轨国际化。多和国际上的一些学校沟通交流学习，在了解我国国情的

基础上，合理有效地借鉴和学习先进的教学领导力理念和形式。 

第四，增加定制化课程。打造名师效应，引进顾问团队，制定专业的定制方案。

结合学校的情况，对其进行定制化的课程设计，完善对小学校长定制化课程，从而

提高校长领导力。 

5.2.2 校长要不断提高教学领导的核心素养，形成先进的教学领导理论 

在实际研究中，核心定义不同，测量标准不一，这些会导致结果之间出现差异，

不同的研究难以互为参照。教学工作引导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文化氛围

和现有条件下，核心定义和测量标准一定有区别。 

基于上述情况，研究人员在研究教学领导力时，应该打破封闭状态，积极寻求

合作，共同研究出一套适应不同文化和和条件的评测体系。这套评测体系要覆盖不

同国家、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学校，为它们单独准备适应各自情况的模型。如此

一来，相关研究就能打破差异，形成参照，相互交流。 

理论建构时教学领导力向高层次、高质量前进。相关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种

是演绎方法，要求从上到下分析。首先，研究人员要收集分析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

例如教育心理学、管理学、教师专业拓展和领导方法。其次，研究者要制定关于教

学引导能力的假设，结合之前收集的资料，对假设加以验证。最终，研究人员将得

到结果。由于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加入了不少领域的相关知识，关于教学领导力的

最终结论也会更加全面。演绎法的好处在于，研究人员能确定领导力的组成部分，

也能得出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能分析出影响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要素，也能通过

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找到领导力产生效果的路径。然而，演绎法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

的难度。所以，相关人员利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经验不足。第二种方法和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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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相反，主张自下而上。研究人员不是从理论中收集资料，而是在实践中分析样

本，经过解释、解构和深度思考得出结论。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从收集到的样

本中提取有关定义，构建定义间的联系，最终形成整体性结论。从实践中来，就能

更好地到实践中去。这样得出的结论能全面覆盖领导力组成的要素和相关重要变量，

由此也能准确地分析出教学领导力的构建过程。由此可见，研究人员应该多层次、

多角度考虑问题，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建构理论框架，从而引领研究与实践。 

5.2.3 校长要加强自我管理，促进专业技能的提升 

一所学校之所以能成为名校，首先是因为有一名优秀的校长。校长是学校的灵

魂，学校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校长的发展。校长要提升教学领导力，首先要加强自

我管理，促进自己专业技能的提升。校长要不断地学习，学习理论知识，总结自己

在工作中的经验，能够每日必有反省，分析得失，严格要求自己。 

校长要不断的反思和总结：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和自我发展的目标是否一致？

自己在最近的教学管理工作中是否有新的教育理念和创新？自己是否能够调动教师

的学生的积极性？自己的专业技能是否能够在教学管理评价体系中对教师有指导和

引领作用？自己在过去的教学管理工作中是否迅速地提升了专业技能，包括行政管

理能力和教学领导力？ 

校长只有自发自觉地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并且不断提升专业技能，才能够有

效地提升教学领导力，成为优秀的校长，继而打造优秀的学校。 

5.2.4 校长要重视时间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校长作为一所学校的行政长官，每天要首先面对学校的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

同时还要应对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行政事务，校长还要考虑学校的综合发展以及承

担的社会责任。校长大多是非常忙碌的，面对繁杂琐碎的各种事务和问题，校长往

往是疲于应付，所有如何有效的管理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是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

保证。 

校长对于时间管理的重视，首先要对于学校事务以紧急重要的顺序依次排列。 

其次校长要分层次地管理自己应对上级主管部门行政事务的时间。最后一定要调动

好下属的工作，做好工作部署和分配，并且善于带动和考核下属，发挥全体教职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学校内部事务的工作效率。这样校长才能给自己释放出更多

的自由时间，才可以在自我学习和专业技能提升方面有足够的时间保证，才能更有

效的进行自我教学领导力的提升。 

5.2.5 校长有共享教学领导力的能力 



                                                      第五章  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的策略 

   21

美国更多的研究学者指出，教学领导力其实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领导力，也不

只是学校核心团队的领导力，在发展与进步中，校长也要善于和老师共享教学领导

力。使每一位教师都感觉自己可以对教学内容、形式和课程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教

师能够共享教学领导力，他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会产生巨大的提高，他们对未来充

满信心，拥有美好的憧憬。共享教学领导力的提出，这种行为就可以越来越多的人

受益，全校员工共同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研究领导力如何共享到副校

长、教务主任、教职员工。   

教学是学习的核心，一个拥有核心领导力的是校长。随着教育的发展，教学领

导力研究将会提出需求不但要深入研究教学领导力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校长教

学领导力的形成和提升，教学领导力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共同的研究方向，在未来，

这种研究将要进一步深入。 

5.3 完善小学教学测评系统 

5.3.1 健全小学课程与教学管理机制 

小学教育发展的关键是课程与教学。小学校长的教学领导工作首先要从重视学

校的课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开始，同时指导和带动教师在教学方法和方式上不断改

善，不断优化课程管理和教学机制的完美结合。本论文访谈的两位校长都在自己的

学校管理中，非常重视开发和研究适合自己学校的校本课程，根据多年的发展，在

自我研发和创新的基础上，引领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学校的课

程研发和积累优秀的教学管理方式和方法，不断提升学校的课程管理与教学管理水

平，并且通过学生的教学成果测评体系和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测评，以反馈的结果，

再优化学校的课程与教学管理机制，逐渐形成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适合自己学校

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独特的课程管理与教育教学管理机制，逐渐把自己的学校打造为

名校。 

5.3.2 完善小学教学监督与评价体系 

一位重视教学领导力的校长，在组织教学教学管理工作中，不仅要能够调动全

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统一思想，尊重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人性化管理，加强与教

师的情感沟通和交流，还能够营造优质的教育教学环境，为教师的教学管理工作提

供优质的服务。那么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保证就是不断完善小学教学监督

与评价体系。 

小学校长要能走进课堂，带领教研小组，进行听课和评课，建立完善的校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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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教学监督与评价体系。小学校长通过听课、分析课和评课，可以非常直观地了

解到教学目标是否完成，教学水平是否提高，能迅速地通过教学领导对教师的整体

教学水平提高达到促进的作用。 

完善小学教学监督与评价体系，建立考核框架，从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

方法、学生学习效果、学生评价等多个方面建立全面、系统的教学监督和评价体系，

在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水平的同时，极大地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5.3.3 完善小学校长的测评体系 

校长的测评体系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得到重视，校长的测评体系还没有形成完

善的模型。美国在这一方面形成了系统全面的小学校长测评体系，可以更客观地反

映一名小学校长的教学领导力水平，同时可以对校长的教学领导力发展有更强有力

的指导意义。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参考美国的小学校长测评体系，建立和

完善适合我们国情的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测评体系，促使小学校长的工作从行政主

管职能往教学领导方面转移，同时引导小学校长从自我教学领导力的提升延展到小

学校长对教师、学生的积极带动和影响全校师生共同重视教学工作，共同完成学校

的教学目标和共同的愿景。全体教师、教职员工和学生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可以

参与到对小学校长的评价过程中，通过对全体师生的访谈、问卷调查，并运用小学

校长教学领导力的测评体系对小学校长进行全面的评价，让小学校长可以更全面和

客观地了解自己的教学领导工作，能够不断提升自我的教学领导力，提升自我的专

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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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校长访谈提纲 

1、您认为教学领导力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2、请您谈一谈影响教学领导力形成的因素有哪些? 

3、请问您在担任校长期间的教学领导过程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4、谁是您的教学领导力的榜样? 

5、当这么多年校长,您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是什么? 

6、您对教学领导力是如何看待和实施的？ 

7、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老师来打造教学示范? 

8、您是如何指导老师教学的工作? 

9、您现在在个人理论学习与实践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10、请问您通过哪些策略提升教学领导力? 

11、请问您认为校长教学领导力提升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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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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