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卫民: 成功的学校并不是改革最多的学校 
 

编者按：为了总结教育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任务，探讨教育改

革的新思路、新办法，进一步创新 教育思维，激发教育活力，办更好的教育，华东师范大

学将联合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 5 月 25、26 日联合举办纪念《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颁布三十周年大型论坛。以下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附属外

国语学校校长林卫民的发言： 

 

        管办评分离这个关键词一出来我们就一直在期盼。规划纲要里面特别提出了要建设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自主管理，

因为学校受到太多干扰，以至于无法用更多的精力看清楚自己的核心责任。 

 

  国家在促进教育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里提出政府的一些原则，比如说权责统一、统筹兼

顾、放管结合、有序推进。但是我总是在想，这些事情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好的。是否像其他

政策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好的政策却享受不到美好的结果。教育行政部门看重的是结构体制

的改革，我们关注的是教育教学所需要的能力建设，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主动性、能力和

相应的资源库，自主管理的结果可能变得更加糟糕。 

 

  可能有些学校有这些能力，但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有一些疑虑： 

 

  第一个忧虑，惊喜是不是短暂的？我们出台了许多政策，但政策之间缺乏联系，面对显

性的教育问题，解决的办法缺乏针对性。一项政策刚刚读懂又有新的政策出台，不同管理级

别的针对同一内容的新政会不断颁布，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领导会更换，对新的政策又有

新的解读。 

 

  第二个忧虑，校长身份的尴尬。校长作为一种职务，是上级部门的恩赐，忠诚是回报的

根本途径。于是理解上级意图，执行上级指令成了校长的行为习惯。以至于在学校组织体系

里有一种反领导力的结构。因此虽然校领导忙碌，但离学校的核心责任很远。校长作为一种

职业，必须要完成教育使命，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业发展和生命成长，校长所做的工

作总是指向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生存现实，富有远见地看待学生，用基于信任基础上的

高期望值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并肯定学生的成功。我们上级对校长的要求，和源自我们作

为校长内部的核心责任其实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上级更需要对政治有用的成绩或能为政绩添

彩的那些新鲜事，民办学校除了上级管理层还有一个管办层，希望你尽快创造中国的财富，

并不关注学校内部的核心责任。我时常感觉到我不是一个校长，我是一个官员，我在讲很多

很多的行政规则。 

 

  第三个疑虑是让中小学独立行走，学校的能力足够吗？管办评分离关键在于突出学校法

定主体责任和义务的法定属性，要让学校在法定监管范围内根据法律赋予的义务和权力合法

地从事教育组织实施活动和教育改革活动。例如学校依法组织实施国家课程规定、依法管理

学术研究活动、依法聘用和管理教师，依法规范学生在校行为等等。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

主权，并不意味着能顺利成长地获取教育的成功，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小学都具有了独立行走

的能力。如果说没有强大的学校能力，只是简单强调自主管理，并且随意地放手让那些不具

备职业资质的校长独立行使职权，这对于学校教育可能是一种灾难。 



 

  所以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族监督、社会参与是不可分割的，管办评分离而不是相互

互不相干的。有疑虑也总有做好的时候，2015 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里面提出深入推进管办

评分离，我建议依法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政府推行清单管理方式，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

构。如迈克尔·富兰所说，一项能够支持学校教育的来自校外的教育政策，需要有利于分权，

有利于地方和学校能力建设，鼓励改革与创新。管办评分离与这个思想完全吻合，所以是一

项良性的政策。 

 

  我觉得实施这个政策关键点也有四个方面：有利于分权、有利于学校能力建设、有严格

外部评价，鼓励改革与创新。学校特别需要教育变革的自主权，因为优秀的教育实践成果发

展总受到太多干扰。形形色色的规则和规定，小集团利益等，使自主权无法得到落实。因此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要理直气壮通过权力清单扫清障碍。要花大力气投资于学校的能力建

设，中小学校是否忠诚于教育责任和义务，取决于学校对变革的迫切要求、广泛参与以及确

保变革不断取得成功的技术和能力。教育行政部门要把物力财力花在提高学生和老师的技能

水平上。一个严格的外部评价制度是对管办评分离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作用是帮助学校

进行自我反思，找出没有得到改进的方面。这种评价要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和操作体系。何种

教学称之为高质量的教学？何种学校环境更有利于学生学习？这都不是一件容易判断的事。

新的思想和观念是不可忽视的。教育系统长期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呼吁新思想，另一

方面又抗拒与自己有关的变革，官办评分离本身就是有阻力的。应该通过总结中小学教育的

发展历程找到管办评分离的支持经验，使整个教育系统在接受和推进管办评分离中变得更加

主动。 

 

  中小学必须要冷静面临政策调整，教育需要追求内在本质一致性，学校管理需要紧紧围

绕教育的核心责任。成功的学校并不是那些改革最多，改革力度最大的学校。 

 

  以上所讲只是个人想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谢谢！（内容未经嘉宾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