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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校长教学领导力是中

国教育进入内涵发展的

新的历史阶段的客观要

求，是当前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共同要求。目前，社会各界对

于中小学校长教学领导力的关注

越来越多，然而对于什么是校长

的教学领导力，如何实现校长的

教学领导力，还有很多模糊甚至

相矛盾的认识。笔者拟通过对相

关问题的分析，谈一谈对校长教

学领导力的理解。

　　教学领导力是校长领导力的

核心，是校长综合素质的集中体

现。教学领导力的核心地位是由

校长的职业角色定位决定的。美

国学者斯佩克将校长角色定位为

管理者、教育者和领导者，但在

现实中，这三个角色间是有冲突

的。当前许多校长用在管理上的

时间较多，用在学校最核心的教

学业务上的时间较少，没有时间

关注课堂，因此很多校长在教育

者这个角色上做得不太好。这种

教学领导力是校长的核心领导力。作为教学领导者，校长可以不上课，但必须“常听课、会评课”。本文结合我国

中小学当前的教育教学实践，提出校长教学领导力应包括七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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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校长”该不该进“小课堂”谈开去

情况不仅在中国的校长群体中存

在，而且国外的校长包括美国的

校长也一样没有时间进课堂。

　　许多校长对管理和领导这两

种行为的内在区别还不是很清

楚。管理的本质是执行力，是实

现既定目标，是把事做正确。而

领导更多的是指做正确的事，是

引领大家分清是非善恶，把握事

物发展的方向。领导者要具有很

强的战略管理和战略规划能力，

领导的本质是领导力。

　　因此，我们现在强调校长

要从事务性的管理当中脱身，

更多地关注一些宏观的问题，

更多地关注课堂，其目的是让

校长做一个领导者，做一个教

育者。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校

长既有很强的领导力，又有很

强的执行力，通俗地讲，就是

“把正确的事做正确”。

　　那么，校长该做的正确的事

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校长该

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进课堂。

正职校长该不该进课堂？或者

说，“大校长”该不该进“小课

堂”？对此问题，校长们的看法

不尽相同。有的校长认为：我是

“大校长”，我主外，抓关系、

抓资金，学校有专门管教学的副

校长，有他进课堂就足够了；还

有的校长认为：课堂太小了，太

基层了，我是抓大方向的，所以

我不需要进课堂。对此，笔者认

为，学校中最重要的事，恰恰就

是发生在最小的课堂里面的事。

校长进课堂后，其教育者、领导

者的角色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其教学领导者的形象才能真实地

呈现出来。

　　因此，笔者认为，教学领

导者是校长多种角色中的一个

核心角色，它能够把管理者、

领导者和教育者三个角色融为

一体。校长应扮演好教学领导

者的角色，提升教学领导力，

在学校管理中既要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也要更扎实地深入

课堂，开展教学研究。

　　讨论校长教学领导力，就必

力是校长领导力的

要从事务性

更多地关注

一

教学领导力 就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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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涉及上课、听课、评课问题。

校长教学领导力等不等于校长上

课？它与听课、评课是什么关

系？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

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不

尽相同。

　　1．校长该不该上课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

　　目前很多地方的教育局规

定：校长必须上课。例如：广

东深圳市宝安区规定，正职校长

每周至少要上3节课；广东广州

市天河区规定，校长每周至少要

上3节课；江西南昌市西湖区规

定，校长每周必须上2节课。一

些教育行政人员认为，校长不上

课就很难领导学校的教学工作，

就不具备教学领导力。那么，究

竟校长该不该亲自拿着课本去上

课？对此，笔者既不反对，也不

提倡。

　　（1）校长与教师的职业分

工 不 同 。 校长与教师的身份不

同，职业定位也不同。2005年出

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非常明确地把校长和教师

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职业予以划

分。校长的职业定位是管理人

员，教师的职业定位是教学人

员。书教得好的教师，未必能当

好校长；校长当得好的人，未必

书教得最好。让校长上课，在

一定程度上是把校长和教师的职

业定位混为一谈，存在一定的

问题。

　　（2）大部分校长很难保证教

学时间。我们且不去讨论校长上

课的质量如何，仅关注现实中校

长的上课时间问题。校长是学校

的第一负责人，经常要外出参加

各种会议，应对各种事件，因此

会经常调课，影响学校正常的教

学秩序。

　　（3）校长上课与否应视学校

规模而定。如果学校的规模比较

小，管理工作不多，那么在时间

有保障的情况下，校长是可以上

课的。如果学校的规模比较大，

校长仅做管理工作就已很忙，那

么他再去上课就肯定会影响教学

和管理两方面的效果。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

如果校长精力和时间允许，则可

以上一点常态课；如果精力和时

间不允许，则不必上常态课，但

可以上一点示范课。

　　2．校长应“常听课、会评课”

　　（1）校长听课比上课效益高

　　校长可以不上课，但必须

“常听课、会评课”。相对于校

长上课，校长听课对于学校教学

工作的推动作用更大。

　　其一，时间上有保障。校长

上课刚性很强，到点就必须去，

否则就要调课，但听课的时间弹

性很大，校长特别忙的时候可以

连续两个月不听课，不是特别忙

的时候可以连续听几十节课。校

长自己能够灵活安排时间。

　　其二，校长

听课对学校整体

工作的推动作用

更大。校长上课

，只是其所教班

的学生受益（在

校长教得好的前

提下）；校长听

课，要听所有教

师的课，这样可

能对全体教师和

学生的发展都有

促进作用。

　　其三，校长

听评课与教师听

评课的视角不同。教师听评课一

般都局限于本学科，而校长听课

，一般要听所有学科的课，关注

的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

整体性和普遍性问题。

　　（2）怎样才算“常听课”

　 　 笔 者 建 议 校 长 要 “ 常 听

课 ” 。 那 么 ， 什 么 叫 “ 常 听

课”？有一些地方教育局规定：

校长一学期至少要听20节课。一

学期听20节课，平均到每周仅仅

是1节课。笔者认为，这不能算

“常听课”，只能叫“偶尔听

课”；一周不能少于3节课，才可

能叫“常听课”。现在有一些校

长坚持每天第一节雷打不动去听

课，第二节课以后才去处理其他

事务，这种工作安排值得借鉴。

　　（3）怎样才能“会评课”

　　校长听课后必须评课。校长

评课与学科教师评课不同。校长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教师进行学

科知识点与教法的评价，校长在

评课时应更倾向于通识性指导。

校长应怎样评课？北京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近年开发的一个评课框

架值得关注（见表1）。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教学目标 符合课标要求和学生实际的程度

 可操作的程度

学习条件 学习环境的创设

 学习资源的处理

学习指导与教学调控 学生参与活动的态度

 学生参与活动的广度

 学生参与活动的深度

课堂氛围 课堂气氛的宽松度

 课堂气氛的融合度

 目标的达成度

教学效果 解决问题的灵活性

 师生的精神状态

学科特色

表1：评课的结构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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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1中，6个一级指标中的

前5个指标都是通识性的。无论校

长听的是哪个学科的课，听完后

如能基于前5个指标进行点评，则

可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针对不

同学科，校长也可以借鉴表2的评

价指标。

　　校长做到了“常听课、会评

课”，是否就意味着他已经具

备了较强的教学领导力？教学

领导力实际上就是“教学”加

“领导力”，就是对教学的领

导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

把教学简单地理解为“教”，而

实际上，教学既包括“教”也包

括“学”，西方国家尤其重视

“学”。在对教学领导力进行深

入探讨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已

经开发出一些有关校长教学领导

力的模型,综合各种研究，结合当

前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笔

者认为，校长教学领导力应包括

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1.  明确的教学目标

　　校长要让学校内的每位成员

都清楚本学校的存在意义，让每

位成员都清楚教师“教”和学生

“学”的终极目的。校长应该让

师生明了，学校教学的目的不仅

仅是为了让学生学习有限的知

识，更不只是为了考试，而是为

了更高、更全面的目标：其一，

为了孩子的全面发展；其二，为

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2.  合理的教学内容

　　这是“教”什么、“学”什

么的问题。首先，学校要有一个

完整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

不能仅仅依靠教师来建设，校长

必须对课程有研究。其次，让每

位教师教该教的内容，让每个孩

子学该学的内容。 

　　3.  恰当的教学方法

　 　 这 是 怎 么 “ 教 ” 、 怎 么

“学”的问题。很多大城市的学

生课业负担很重，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学生学习方法不当，本

来1个小时能做完的题要做3个小

时。因此，校长要引导教师，既

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给学生

科学的学习方法。

　　4.  优质的教师发展

　　校长要通过有效的校本教研

和其他培训方式促进教师团队优

质发展。校长不仅要研究教师，

更要研究学生，要围绕学生发展

来规划教师教研和培训的重点。

　　5.  健全的学校与家庭、社区

的联系

　　校长要引领学校充分发挥家

庭和社区多方力量的作用，形成

教学合力。目前在学校与家庭、

社会的联系中，功利性的联系

多，真正关注孩子全面发展、充

分发展的联系比较少。校长应努

力扭转这种局面。

　　6.  充沛的教学条件支持

　　“大校长”在学校里具有最高

的资源统筹能力，因此应把学校

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用

来支持教学活动。

　　7.  科学的教学评价、发展评

价与反馈

　　校长应主导学校建立明确的

判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的标准，要对教学工作进行及时

反馈。

　　综上，笔者认为，校长的教学

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这七大方面。这

些教学领导行为的达成，要远远超

越一位资深的学科教师的行为能

力，也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难

以做到的，必须靠校长在学校层

面上动用学校的整体资源才能实

现。提升校长的教学领导力，也必

须从以上诸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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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关于各学科的评课结构与指标

评价项目  评价要点

 小学语文 1.尊重学生个人的情感体验，注重语文能力培养

  2.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

  1.学习情境的创设

 小学数学 2.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基本技能的形成

  3.数学思考的指导

学科特色  4.学生在数学活动中的表现

  1.创设语文学习情境

 中学语文 2.教师范读及学习示范

  3.教学语言面貌

  1.数学思维活动的体现

 中学数学 2.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

  3.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