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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发展是“质量—效能—人道”这三阶段吗？
而每一阶段的问题真是那么轻易可以解决吗？
     学校制度与文化的作用确实很重要，但是郑杰对制度和文化的认识不存在偏颇之处吗？
 学校发展战略的分类就是“系统战略”、“组织战略”和“个体战略 ”吗？
 本书作者一一为您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带领我们去领悟那份专注和悠闲之间的超然境界。
今天我们要当好一个校长，不能仅仅靠理论或者经验，更不能只靠技术，而需要有点“必要的乌托邦
”，需要直觉能力和灵感，以及积极向上的人格、思想、心胸、视野和人文追求。
    作者在本书中竭力想传递给大家的是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发展就是扩展人们真实自由的过程
”。
至于学校的三阶段发展理论，质量、效能与人道追求，三大战略及其选择——书中的这些内容，都是
对“扩展自由”的阐发和展开。
并且还对当下学校管理中的诸多难点、难处，结合自身的独特经验，融合现代管理理念，提出了一系
列有效的解决方法、思路与策略，既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又有丰富的实践例证。
 　　作为一个真诚、率性而又充满睿智的“另类校长”，近年来，郑杰把目光和精力更多地投注到学
校文化、学校制度和学校发展战略的研究上，并已有《改造学校待何时》、《一套好制度才有一所好
学校》等相关著作出版。
在这本讲演录中，郑杰针对当下学校管理中的诸多难点、难处与难题，结合自身的独特经验，融合现
代管理理念，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解决方法、思路与策略，既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又有丰富的实践例
证。
仿佛一个个典型而鲜活的学校管理现场，不容辩解地告诉你这样一个既简明而复杂的教育道理：“没
有办不好的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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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杰，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十佳青年校长，上海市十大教育新闻人物，上海市十大读书成
材标兵，原上海市北郊学校校长。
曾致力于学校制度重建，大胆尝试现代学校文化变革，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其《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改造学校待何时》、《变革时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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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讲坛上，我得站稳了（自序）周一　将学校置于真实世界中理解（上午8：00～9：15）　办好学校的
四个前提条件（上午9：30～10：45）　　第一次互动（上午11：00～11：30）　寻找普适的价值观（
下午1：30～2：45）　好学校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下午3：00～4：15）　　第二次互动（下午4：30～5
：00）周二　质量及其存在着的严重问题（上午8：00～9：15）　谁是学校最大的利益相关方（上午9
：30～10：45）　　第三次互动（上午11：00～11：30）　质量要诀：一次就把事情做对（下午1：30
～2：45）　效率是算计的结果（下午3：00～4：15）　　第四次互动（下午4：30～5：00）周三　教
师自治其实就是法律之治（上午8：00～9：15）　市场机制与同心圆式的治理结构（上午9：30～i0
：45）　　第五次互动（上午11：00～11：30）　与个体幸福高度相关的九个因素（下午1：00～1：45
）　梦想中的学习共同体（下午2：45～3：45）　　第六次互动（下午4：00～4：30）周四　将学生
的生命质量作为关注焦点（上午8：00～9：15）　发展是扩展真实自由的过程（上午9：30～10：45）
　　第七次互动（上午11：00～12：00）　实实在在地务文化之虚（下午1：00～2：15）　营销，将
变革动力引入学校（下午2：45～3：45）　　第八次互动（下午4：00～5：00）周五　给出让家长愿
意选择本校的理由（上午8：00～9：15）　体制、机构和运行规则（上午9：45～10：45）　　第九次
互动（上午11：00～11：45）　最大限度地开发教师的潜能（1：00～2：15）　规划第一，执行第二
（下午2：30～3：45）　　第十次互动（下午4：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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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办好学校的四个前提条件（上午9：30～10：45）　　下面，我们一起来用理性和逻辑质疑“没有
办不好的学校”这句话，这句话应该是有条件的。
我们提出的质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第一种情况，校长不能顺应环境变化　　从语文角度讲，“没有办不好的学校”是一个双重否定
句，转换成肯定句的时候，这句话就变成“凡学校都能办好”。
在这里，办学的主语是谁？
答案很明确，是校长在办学，我国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看校长的本事了。
同一所学校，交到你手里办好了，交到别人手里搞砸了，这就是校长在办学过程中显现出的能力上的
差别了。
　　大体上讲，随着时代进步和教育的变迁，对校长的能力要求也在变化，这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外行领导内行”到“内行领导内行”，再到“外行领导内行”。
　　第一阶段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阶段，时间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始。
这个阶段的校长在学校办学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十分大，可能还没有党委书记大，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还
没有“工宣队长”大。
那时，校长首先是政治代言人。
在校内，校长所使用的话语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语言，是那些紧跟形势的政治话语。
校长要用政治眼光来看待教育问题，用政治方式来解决教育问题，毕竟在那时，所有的教育问题都被
认为是政治问题。
其次是政府的代理人。
作为校长，他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开会。
先是参加上级部门召开的会议，认真做好笔记；而后是召集别人开会，校长回到学校以后把会议精神
层层传达，要求学校干部群众贯彻执行；接着就是出席会议迎接上级检察或者向上级汇报工作。
在我看来，当时的学校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校长，只要一个“传声筒”就够了，好校长就是“党性
”强的、有原则和革命立场的那些人，至于文化程度方面则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在改革开放以前，学校校长并无多少办学自主权，我个人认为，那个时代的校长不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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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认为，校长理应成为一个理想家，带给学校以梦想和必要的“乌托邦”，但是校长主要还是一
个解决问题的能手，⋯⋯有所创造的话，也是基于问题的解决。
　　在什么情况下学校交通最高？
我想大概有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学校有教育创新力量；二是教师能自主发展；三是学校全体人员的目
标高度一致。
　　可能世界上最好做的是“务实”，最不好做的恰恰在“务虚”。
我这里所说的“务虚”不是那种口号式的务虚，而是实实在在地务文化之虚。
　　如果在工作目的、工作期望以及教学评价方式等方面与教师进行清晰的沟通，就可以提高教师的
工作满意感，并在一定程序上促进他们把目标调整学校所期望的目标上来。
　　——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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