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中学规模扩大后学校管理的三个问题 
 

—林卫民 

当前，各地重点中学规模越办越大，面积越来越广，人员越来越

多，收支总额不亚于一个大企业。各地小有名气的学校，总是与“大”

联结在一起的。扩张后的学校其教育不能衰败，如果说前一阶段扩校

成功是一种胜利，假如这种胜利以牺牲办学质量为代价，这只不过是

虚假的胜利。 

因此，在办学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必须回到办学的本源

上来，针对“大学校”的实际，深入关注办学和学校管理的根本问题，

从而实现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一、  规模扩大了，灵魂不能丢 

办学是一项“树魂立根”的工程，中学办学规模扩大后，要引导

全体师生重塑学校的立校之魂，一所学校的灵魂存在于优良的办学传

统中，存在于本土的办学气派中，存在于自身的办学特色中。 

办学要有自己的传统。只要有办学历史就有办学传统，学校在扩

建或迁建、抛弃旧校舍的同时，不能将原有的优良办学传统一并抛弃，

否则就成了“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相反，要挖掘传统中

所蕴含的学校文化，加以过滤、提炼和撒播，形成深厚的学校发展内

驱力。学校规模扩大后，教职工队伍中新成员迅速增加，这就需要发

动全体教职工进一步了解、学习并研究学校的优良传统，理解学校的

文化，营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从而使优良的办学精神得以传承、

改良和提升。 



办学要有本土的学校气派。学校有自己的处事方式，有自己的办

学原则，有自身总结出来的解决问题方式和教育策略，并按照实践证

明是正确的方法去管理和教育学生，不能简单盲从家长和社会现实。

学校规模扩大带来良好的办学硬件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危机，其中

最大的危机是信任和信誉危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任何理由来批评学

校，并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学校要正视办学过程中的各种矛

盾，积极与各方面进行对话，但学校更需要自信、自尊、自强，需要

与社会各界的相互尊重，不能简单屈服现实、盲目接受改造。一方面，

学校要面对规模扩大后的办学现实，谨慎行事，不断进取，“如果只

是抱怨外在机制的不健全，而拒绝作出更大的努力，教育永远不会前

进”；另一方面，要坚持本土的学校气派，“自尊、自强、自信”能支

撑学校在批评指责中成长和完善。 

办学要有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核心竞争力，只有学科特色还

不够，只有项目特色也不够，要形成系统的办学特色。办学特色不是

喊出来的，首先要有内在的生长基础， “天时、地利、人和”是形

成特色的前提，二是需要长期建构。学校规模扩大后，原有的办学特

色不能丢，否则会失去办学优势甚至失去学校自我。同时，要针对规

模扩大后学校的实际情况，充实、扩展、丰富办学特色的内涵和外延，

认准目标、精心策划、认真积累、深化发展。 

学校规模扩大后，从简陋的校舍到花园式的舒适环境，从小精品

的学校到师生数的急剧增长。加上社会和家长对学校的质疑和批判一

直没有停歇过，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某些家长对学校的批评和否定



到了登峰造极地步。没有大规模办学经验的学校可能会陷入一种恐慌

中。此时，学校对办学的灵魂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恰当定位，避免造

成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断裂”现象。 

二、管理加强了，自由不能丢 

规模过大的学校管理，常常从企业管理中借鉴经验。强化管理、

从严管理成了规模扩大后学校管理的实际操作指南，出于对办学现状

不确定性和规避管理危机的考虑，“管得过多、管得过繁、管得过细、

管得过死”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如此，按照原有小精品学校的管理

方法，总是无法穷尽学校的边边角角，常常出现这样哪样的疏漏，从

而促使管理更加严格、更加细化，学校管理进入了一种“严管—疏漏

—再严管”的魔圈中。 

要跳出上述魔圈，还得在学校管理的自身特征上做文章，学校管

理的对象是人，过程和手段是教育，目标是人性的完善，而自由和创

新是人性完善的主要力量。因此，扩校后的学校管理应在自由和自主

上做文章，而不是在严格上做文章。 

要给管理者以自由。小学校的管理体制是管理和决策合二为一的，

校长既要靠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来避免决策失误，又要负责具体实

施工作。规模扩大后，学校必须建立适合大规模学校行政及管理的运

行规则，这一规则以行政决策和管理实施相对分离为特征。因为，大

学校决策的风险加大，实施的事务增多，必须考虑决策权和实施权的

相对分离，实现管理的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统一。校长工作的重心

在于行政决策，主要时间和精力要放在调研和内外联系、多方沟通上；



学校事务管理的重心应下放到中层，从科层级管理转化为扁平化管理。

这就要求给管理者以自由，校长负责调控宏观目标、指导实施但不干

预实施，中层管理者应在决策的宏观指令下，自主地实施各项具体工

作。 

要给教师以自由。教育工作的复杂性，需要教师去观察、思考、

改变，教师不应是一个等待着命令、需要他人指示、按部就班去工作

的机器，行政权威不能干预专业自由，要给予教师充分的专业创新空

间，引导教师进入专业自主发展的良性轨道。学校管理以柔性管理为

主要特征，以人为中心，以情为主线，借助非强制性方式和非权力性

影响力，靠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进行管理，对教师虽然要有规章

制度的约束，但更需要尊重、理解和沟通。 

要给学生以自由。有人说管理不能留有死角，如果按此要求管理

学生，既使管理者疲惫不堪，又不能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学生管理

中应该有意识留下 “死角”、存有缺憾，这是学生自由的地方、快乐

的源泉，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护栏。在所谓的“管理死角”中，学生会

作一些“坏事”、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并从中得到快感和发泄，这很

正常、也很重要。学生犯错是学校教育学生的好时机，一个从不犯错

误的学生将来可能会犯大错误。教育是为问题而生的，没有问题，就

意味着教育本身出了问题。靠“滴水不漏”的制度、残酷的强权管理

来杜绝学生犯错误的学校，不是真正教育人的地方。学校应该研究学

生的思想动向和行为习惯，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帮助活动，及时纠

正学生思想、道德、行为中存在的一些偏差，这是也是学校教育的主



要任务。 

对于扩大后的校园，移用小学校的管理模式显然 “水土不服”，只靠

目标管理、制度管理、量化管理等思路来严格管理行为，是无法杜绝

疏漏的，而且管理越严格、疏漏可能会越多。因此，需要换一个思路，

从自由、自主、自觉的角度来寻找突破口。以自由促纪律，以自主促

效率，以自觉促规矩，构建大规模学校的新型管理模式。 

三、事情变多了，系统思考不能丢 

随着学校面积、人员和招生范围的扩大，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问题

和事务也随之增多，可谓千头万绪。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处理，纯粹地

关心事务的本身、关心作为“事务的事务”，永远无法摆脱忙碌或无

效的劳作，因为事情是永恒存在的，某一事件的处理可能会引发其他

事件的频发。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关注点放在学校的发展、

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上，从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出发，系

统地思考问题，全面合理地解决问题。 

一是做好“规范化办学”这篇文章。学校有学校的规范，基本规

范不能模糊，要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将一些问

题的处理纳入规范化办学轨道中。同时，要争取当地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门的支持，有一些法规未涉及的事情要靠行政程序处理，行政程序

可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同时也能阻止其他连带问题的发

生，例如，招生政策的制定和报批，收费标准的确定，经费划拨，人

事问题，等等。 

二是做好“多元化办学”这篇文章。学校扩大后，单一的办学模



式满足不了学校的长效发展的需求，多样化的办学方式有利于大学校

的稳定，并能使学校充满生命活力。要加强与大学、各级部门、各界

企业以及国外著名学校的联系，进一步拓展办学渠道，寻求多元化办

学之路。参与社会培训，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为大学开办实验班，

开辟多渠道升学途径；开通国外留学直通车，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参

与企业办学，实现优势互补；邀请各界优秀人士来校讲学，寻求社会

教育资源的支持。 

三是做好“民主化办学”这篇文章。学校规模扩大后，决策的风

险随之增大，事务管理的公平化要求日趋高涨。要相信教职工的觉悟，

不能违背人本、搞强权政治。学校的重大决策要依靠教代会；行政的

日常管理，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通过学校的民主化建设，防止

校园权力寻租和异化现象，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学校规模扩大后，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教育的复杂性要求学校

管理不能单一、单向地考虑问题，要学会系统思考，认清现状，理清

思路，保证学校能够健康、正确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许瑞芳. 文化传统：德育现代化的内源性资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5，（3） 

[2]文雪. 教育复杂性研究应注意的问题[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



（7） 

[3] 蒋建华. 中国教育研究需要中国气派[N]. 中国教育报，2004—11

—9. 

[5] 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