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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社会转型对人的发展要求，本书考察了现行一般学校组织形式的不适宜和弊端，同时又分析了
现有的学校变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书提出了学校组织转型性变革的性质、目标和立场。
变革的具体内容从橫向看：组织结构变革；组织结构变革中的责权下移和统一；组织内部的制度创新
和文化生成。
从纵向看，价值参照系的转变带来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新认识”带来不同层面的主体的自我更新；
在变革过程中形成学校组织自主发展的机制。
在分析变革策略的同时，作者还反思观照变革可能遭遇的阻抗，并试图找到一些化解方法。

　本书力图突破两点：第一，如何通过组织层面的变革，具体地使学校在价值取向、管理重心、组织
结构、实践过程和发展动力等层面上能够真实地实现转型；第二，力图使“生命一实践”的理论思想
在真实的学校组织变革实践中，得到阐释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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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学校转型与组织变革
 一、问题聚焦：学校转型引发组织变革需要
 (一)学校转型提出了学校组织变革的诉求
 (二)现行学校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制约着学校转型的实现
 (三)现有学校变革研究对组织变革关注乏力
 二、问题界定：“当代我国”“学校内部组织”的变革研究
 (一)关注学校组织如何促进人的主动发展
 (二)关注组织中人的关系形态和活动方式，强调思维的关系性和情景性
 (三)面向学校变革实践本身
 三、学校组织结构变革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基本框架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三)本书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 现行学校组织及其变革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一般学校的组织形式分析
 (一)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问题
 (二)现行一般学校组织形成的原因分析
 二、学校组织变革中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中小学内部组织变革概述
 (二)简单移植企业模式而忽略学校特质
 (三)重局部调整而缺失整体转型视野
 (四)组织变革中问题的成因分析
第二章 学校组织变革的背景和使命
 一、学校整体转型是社会转型提出的必然要求
 (一)社会转型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变化
 (二)社会转型时期学校转型的必然性
 二、学校组织变革的立场重建
 (一)学校组织特性的教育学立场分析
 (二)学校组织变革的立场分析
 三、学校组织的价值取向与变革的目标定位
 (一)转型背景下学校组织的价值取向
 (二)学校组织变革的目标定位
第三章 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变革与责权下移
 一、调整组织结构以变革组织形态
 (一)组织结构规约着组织成员能量的发挥
 (二)组织结构变革释放组织成员自我主动发展的空间
 二、组织结构变革中的责权下移
 (一)权力是结构中各种关系的相互作用
 (二)向中层组织分权体现为各层面负责人能力生产的过程
 (三)学校管理权下放后权力内容演变为教师的自主发展
 (四)教师个体实现自我主动发展
 三、制度创新与文化生成
 (一)制度、组织与文化的关系
 (二)学校转型对制度创新的要求
 (三)“主动健康发展”文化氛围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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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白銅织卑杰圈的形成
第四章 学校内部组织变革的过程与机制分析
 一、价值参照系的转变带来自我重新认识
 (一)重新认识学校组织的价值
 (二)群体层面实现价值认同
 二、新认识带来不同层面主体的自我更新
 (一)学校领导办学理念的形成与工作方式的更新
 (二)组织各部门负责人成为“明事理”的责任人
 (三)教师在“成事一成人”双向建构中实现转变
 三、在变革过程中形成学校组织自主发展的机制
 (一)建立学习和研究创新的动力内化机制
 (二)推进制度规范和民主参与的工作机制
 (三)形成以多维、多层、多向互动为特征的活动参与机制
第五章 学校组织变革的活动形态与推进策略
 一、学校组织的活动形态和层次的重新认识
 (一)学校组织的活动形态
 (二)学校组织的活动层次
 二、学校组织变革的阻抗分析
 (一)人的阻力：学校领导、中层行政人员与教师
 (二)学校组织自身的固有阻力
 (三)教育变革本身的复杂性
 三、学校组织变革推进的策略思考
 (一)教育变革理论与研究性变革实践的双向建构
 (二)学校领导管理观的系统更新
 (三)形成发展性工作策略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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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行学校组织及其变革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一般学校的组织形式分析　　通常，人们
把对组织各要素经过排列组合后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形式称为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组织性质、目标和运作方式的不同。
　　（1）直线型组织，就是按照管理的纵向层次进行结构排列，由低到高，事权逐级集中，构成一
个垂直分叉的金字塔形态。
组织的首长高居塔顶，垂直管理几个平行单位的主管，而单位主管则各自独立地管辖下属经办人员。
直线型组织结构的优点是指挥统一，权责明确，便于控制，利于监督；缺点是缺乏横向协调，应变能
力较差。
　　（2）功能式组织，就是按照管理的专门职能进行横向结构排列，是在领导层下设立专门的职能
机构，具体负责某些专门性工作，并有权在本职业务范围内向下级下达指令，下级必须执行。
功能式组织的优点是分工明确，对各项业务工作能进行直接和具体的管理；缺点是容易产生多头领导
，政出多门，不利于集中统一指挥。
　　（3）直线及功能式组织，这是直线式与功能式的结合。
这一形式具有行动迅速和专业分工的优点，专业幕僚及行政管理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必须经过首长或
单位主管而下达，以免违背统一指挥的要求。
缺点是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容易在专业幕僚与业务主管单位之间引起相互抱怨和不合作现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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