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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定位

1 学校管理学科演进概述

自 从 有 了 人 类 社 会 , 有 了 学 校 , 就 有 了

学校管理 , 但把学校管理当作一门独立的学

科进行系统研究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著名

教育管理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肖宗六认

为 , “学 校 管 理 一 般 可 以 分 为 学 校 的 外 部 管

理和内部管理。”[1]因此 ,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

方面对学校管理学科的历史演进进行考察。

早 期 的 学 校 管 理 活 动 是 学 校 管 理 学 形

成的萌芽时期。我国古代的学校管理是和政

治活动结合在一起的 , 对学校教育的管理主

要是一种外部的政治活动 , 对学校内部的管

理只是一些事务性的活动。比如 , 我国在夏

商时代就有了学校, 到西周时期, 设立了专职

的教育官员 , 在汉代 , 汉武帝兴办太学 ; 隋唐

以后 , 中央设立国子监 , 统管中央教育 , 主管

者称为祭酒 , 宋元明清时代基本上沿用了国

子监的教育管理制度,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只

是在元朝设立了提举学校官 , 和江南各路儒

学提举司, 清朝各省设提举道, 后改为提举督

政。近代以前的这些学校管理活动实质上是

统治者进行封建教化的一种政治手段。在国

外, 17 世纪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在其论著

《大教学论》中初次对学校管理的问题进行了

论述, 成为学校管理学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最 早 把 学 校 管 理 学 当 作 一 门 独 立 的 学

科进行研究是在 20 世纪初期。管理科学的

问世 , 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管理的相对独

立性 , 学校管理也在其影响下开始探寻管理

的内在规律。这一时期, 一系列学校管理学的

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1903 年 , 美国著名教

育学家杜顿出版《学校管理》一书 , 1908 年 ,

他与其门生斯奈登联袂出版《美国公共教育

管理》一书, 建立了教育( 学校) 管理学的基本

理论框架。相继在我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著作

有《学校管理法》(1912 年蒋维乔、郭秉文著)、

《教育与学校行政管理》(1935 年杜佐周著)、

《教育行政》(1943 年罗廷光著)等 , 至此 , 随着

内外环境的逐步改善 , 学校管理学科的诞生

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 但它当时尚处在初创阶

段, 学科体系和内容都很不健全。直到 20 世

纪 70 年代末,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如火如荼地

展开 , 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完善和发展,客观上

迫切要求专家学者加强对学校管理的研究 ,

既要提高教育专业的学生学校管理方面的素

质, 又要提高学校管理者自身的管理水平, 进

一步促进了学校管理学的蓬勃发展。

纵观学校管理学的演进历史 , 可以看出

学 校 管 理 学 的 发 展 主 要 来 自 于 两 个 方 面 的

动力 : 一方面 , 随着物质社会的不断进步 , 人

类文明化程度的提高 , 学校教育越来越受到

社会的重视 , 学校是开展教育和人才培养的

基地和重要环节 ,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

层次对教育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 推动

了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进步。另一方

面 , 从 学 科 体 系 自 身 发 展 的 角 度 来 看 , 学 校

管 理 学 是 管 理 科 学 和 教 育 科 学 知 识 体 系 交

叉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人们对管理科

学 理 论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入 和 对 管 理 实 践 活 动

的科学总结 , 管理科学门类内部学科间的相

互渗透程度越来越高 , 管理科学与相关学科

的 交 叉 也 越 来 越 多 , 可 以 说 , 学 校 管 理 学 就

是 管 理 科 学 与 教 育 科 学 在 理 论 和 实 践 上 不

断 交 叉 和 渗 透 而 形 成 的 教 育 管 理 学 的 次 级

子学科。

2 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学 校 管 理 学 科 在 从 产 生 到 现 在 的 不 足

百年时间里 , 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 形

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目前学校管理学

已经拥有几十门分支学科和理论。今天所说

的学校管理学 , 已经不再是一个学科或是一

个 理 论 学 派 的 概 念 , 而 是 一 个 学 科 知 识 体

系 。 这 些 学 科 和 理 论 是 一 个 动 态 发 展 的 系

统 , 需 要 对 其 进 行 科 学 的 梳 理 , 才 能 形 成 一

个清晰的学校管理学科体系。目前 , 关于学

校 管 理 学 科 体 系 还 没 有 统 一 的 划 分 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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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由丁雅娴主编 ,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的 《学 科 分 类 研 究 与 应 用 》一 书 并 没 有 将 学

校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收入其中 , 只是列

出 了 与 其 相 关 的 教 育 管 理 学 作 为 教 育 学 一

级学科的次级子学科 , 学科代码为 880.34[2]。

其 后 的 一 些 有 关 学 科 分 类 的 著 作 和 相 关 文

献对学校管理学的介绍也不多 , 2003 年 , 我

国 学 者 王 续 琨 在 其 《交 叉 学 科 结 构 论 》一 书

中 , 将管理科学列为交叉学科的一大门类 ,

并 把 学 校 管 理 学 和 企 业 管 理 学 , 银 行 管 理

学 , 机关管理学 , 科研机构管理学 , 医院管理

学 , 社区管理学等并列作为微观管理学的分

支学科[3]。

学 校 管 理 科 学 自 创 立 至 今 仍 然 处 于 发

展阶段 , 随着学校管理理论的不断成熟和完

善 , 学科的划分会逐渐规范化和标准化。这

不 但 对 从 事 科 学 知 识 体 系 理 论 研 究 者 具 有

重要的价值 , 对学校管理者的实践活动以及

对 专 业 人 才 的 培 养 也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现 实

意义。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学校管理

学科的划分进行了一些思索 , 根据不同的划

分标准 , 把学校管理学科群组相对地划分为

4 个系组 , 具体见附图。

第 一 系 组 为 普 通 学 校 管 理 学 科 或 者 叫

做基础学校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学校管理的

一般规律、学校管理学科的性质及其一般结

构、发展现状和对学校未来的发展计划, 如学

校发展战略学。学校管理思想史和学校管理

学 史 是 从 史 学 的 角 度 研 究 学 校 管 理 的 分 支

学科 , 用比较的方法探求学校管理的一般规

律的学科, 属于比较学校管理学研究的范畴。

第二系组为宏观学校管理学科。包括学

校 管 理 政 策 学 , 学 校 管 理 预 测 学 , 高 等 学 校

管理学 , 中等学校管理学 , 初等学校管理学 ,

职业教育学校管理学 , 特殊学校管理学等学

科。其中学校管理政策学应该是以国家从宏

观 角 度 对 学 校 办 学 体 制 及 办 学 审 批 条 件 和

程 序 等 有 关 规 定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宏 观 学 校 管

理学科。根据学校的不同形态可以将学校管

理学划分为不同的基元学科 , 如高等学校管

理学、中等学校管理学、初等学校管理学、职

业 教 育 学 校 管 理 学 、特 殊 学 校 管 理 学 、民 办

学校管理学等。

第三系组为微观学校管理学科。其中包

括学校教学管理学, 学校组织管理学、学校课

程 管 理 学 、学 校 考 试 管 理 学 、学 校 德 育 管 理

学、学校制度管理学、学校智育管理学、学校

体育管理学、学校卫生管理学等。这一组学科

都是以学校管理过程中的具体环节管理为研

究对象, 研究的范畴更加明确和具体, 但这些

学科却是学校管理学体系中极具生命力的学

科 , 已经或即将成为学校管理学科体系的新

生长点和新学科的创生地 , 如学校德育管理

学可以包含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和学校

素质教育管理学等次级子学科。

第四系组为学校管理边缘学科。科学知

识体系本身在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同时 , 也在

不 断 地 向 横 向 的 相 关 学 科 “扩 张 ”自 己 的 领

地。学校管理学在宏观

和 微 观 的 学 科 深 度 发

展的同时 , 与哲学和社

会 科 学 的 不 同 门 类 相

互渗透和交融 , 逐渐形

成了学校管理哲学、学

校管理法学、学校管理

伦理学、学校管理政治

学、学校管理社会学、

学校管理经济学、学校

管 理 文 化 学 等 边 缘 学

科。由于这些学科都是

由 学 校 管 理 学 和 不 同

学科联姻的“新生”, 因

此 在 知 识 体 系 中 具 有

很强的生命力 , 也是孕

育 学 校 管 理 学 新 学 科

的创生带和发源地。

3 学校管理学的定位

学 校 管 理 学 科 的 出 现 需 要 对 其 进 行 正

确 的 定 位 , 从 科 学 知 识 体 系 内 部 来 看 , 学 校

管 理 学 属 于 管 理 科 学 与 教 育 科 学 两 大 学 科

门类相交而形成的交叉学科部类 , 同时从学

科群组角度看 , 学校管理学与学校教育学并

列 , 属于教育管理学的次级子学科。

3.1 学校管理学与教育管理学

教 育 管 理 学 与 学 校 管 理 学 在 研 究 对 象

和范围上有明显的不同, 教育管理学是以整

个社会的教育管理作为研究的对象, 是宏观

上各层次的教育行政管理, 具有地区性, 主要

研究国家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 , 领

导关系和工作方法问题、教育立法问题、教育

普及问题、教育结构和教育政策, 教育事业的

发展问题、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的任用、考

核、培训、提拔等问题 , 以及教育经费的使用

和教育督导等问题。教育管理学使有限的教

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探索社会环境与教育

管理之间的关系, 是探讨国家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管理学校、管理教育事业的规律和研究

教育管理现象的一门科学。“学校管理学是学

校管理者为实现管理目标, 遵循教育管理规

律, 运用一定的原理和方法对学校进行计划、

组织、控制等一系列有目的的连续活动。”[4]因

此, 学校管理学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 其研究

和探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微观层次上各类学

校本身的管理, 包括学校师资管理、教学管

理、学校行政人员及人事管理等。一般可归结

为学校行政和学校教学管理, 是研究学校内

部的管理规律、管理体制、学制 , 一般管理原

则、方法等问题的一门学科。因此, 广义的教

育管理学包括学校管理学。

3.2 学校管理学与学校教育学

鉴 于 学 校 管 理 学 自 身 特 有 的 研 究 范 畴

和 学 科 体 系 , 可 以 看 出 : 学 校 是 该 学 科 的 管

理对象 , 是管理学门类中微观管理学的分支

学科 , 属于管理科学门类。学校教育学则是

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 , 是在以学校为主体内

容 的 前 提 下 , 遵 循 教 育 的 发 展 规 律 , 对 于 学

校各类教育现象进行深层次研究 , 并以学校

教育为主体 , 进一步探讨教育的发展规律 ,

是教育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 属于

教育科学门类。从这一角度看 , 学校管理学

与学校教育学是两个并列的学科。虽然学校

管理不是学校教育 , 但学校教育却是学校管

理 活 动 的 一 种 , 是 以 学 校 教 育 为 对 象 的 管附图 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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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是 在 本 质 上 属 于 管 理 、实 践 中 又 区 别 于

管理的一种教育形式。因此在学校管理微观

学科的系组中可以包括学校教育管理学 , 这

也 是 学 校 管 理 学 一 个 新 的 研 究 方 向 和 研 究

内容 , 是对学校管理学的扩展。不断地深入

研究二者的关系 , 合理地加以区别更能有助

于 我 们 科 学 合 理 地 定 位 学 校 管 理 及 学 校 教

育学科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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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型团队及其在民营企业中的应用

0 前言

半 个 世 纪 以 前 , 在 企 业 管 理 中 , 群 体 和

团队的心理和行为很少有人注意 , 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 , 才逐渐被重视。80～90 年

代以后 ,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

高 , 企业组织管理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强。在

企业再造和学习型组织理论推动下 , 企业组

织出现了扁平化的趋势。新型的团队组织即

是这种新环境的产物 ,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

的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 , 团

队将取代传统的组织结构[1]。研究表明 , 团队

作 为 群 体 的 一 种 特 殊 形 式 正 在 经 历 由 传 统

团队到学习型团队的演变过程 , 而在以浙江

等 沿 海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为 代 表 的 我 国 民 营 企

业中 , 改善型团队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 , 我国民营企

业 团 队 组 织 形 态 大 致 经 历 了 由 传 统 团 队 到

改善型团队的发展过程。企业的团队正逐步

由传统团队向改善型团队发展 [2]。为了进一

步 说 明 改 善 型 团 队 在 现 有 组 织 结 构 中 的 位

置 , 我们可以用团队发育连续体模型来对民

营企业团队的发育状况进行分析( 见附图) 。

在团队发育连续体模型中 , 连续体的两

极分别代表传统型团队和学习型团队 , 两极

的中央是改善型团队。

所 谓 传 统 型 团 队 是 指 以 往 传 统 企 业 中

各种人员繁杂又互不联系的部门和班组。如

企业中的各个职能部门和各车间班组等。它

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计划性强 , 各自为政 ,

沟通不畅 , 信息通过部门领导作横向传达 ,

各部门只按计划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 , 反馈

不 够 , 更 不 与 相 关 部 门 作 直 接 的 联 络 , 没 有

协 作 , 扯 皮 现 象 严 重 , 导 致 管 理 高 层 整 天 忙

于具体事务。

学 习 型 团 队 是 现 代 成 功 企 业 中 享 有 高

度自主权 , 有很高凝聚力、绩效极高的群体 ,

如许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大型跨国公司中的

虚拟团队和自主管理团队, 它们广泛地存在

于知识型和学习型企业组织中。其特点主要

有: 自主管理和授权程度高, 有良好的外部环

境条件, 团队目标明确, 团队规范和凝聚力

强 , 团队领导能力强, 成员角色多元化等。

改善型团队是一种注重全员参与 , 注重

日常工作的不断改进 , 通过对员工合理化建

议 的 实 施 , 达 到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 保 证 和 提 高

质量的团队组织。改善型团队的特点是以小

见大 , 全员参与 , 持之以恒 , 提高工效。它介

于传统型团队和学习型团队之间 , 也可以理

解 成 是 由 传 统 型 团 队 向 学 习 型 团 队 演 变 的

过渡阶段。它广泛存在于我国现阶段的民营

企业中。

改善是来自日本的一种管理方式 , 它通

图 1 团队发育连续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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