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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行中小学内部组织强调严格的等级分工，追求成事而忽视人的主动发展和主观创造性，这既有组

织理论发展准备不足的理论原因，也有我国教育发展特殊背景的实践因素，历史的理性反思有助于形成学校组

织变革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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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中小学内部组织形式特点 

我国中小学的学校组织建基于国家行政基础。学校的整个系统中有不同水平的决策层和执行层，

构成组织庞大基础的是教师个体，然后逐级提高的是备课组、教研组，再到各职能处室，最高层的

是校长。每所学校都有为教师和学生制定的内容详尽的精确的指导手册，规章和条例是管理学校的

重要手段，校长就是根据已经制定的制度来解决各种问题和冲突。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从学校管理任

务出发，条分缕析，界限明晰，而且行政权和专业权分化，专业的运作服从于行政需要的安排。 
这种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深得科层制组织理论的精髓。科层制理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斯·韦伯认

为，组织的结构性要素方面强调专门化的权限和任务，职位按照“层级制”（等级制）的原则加以

组织，官员的选任以专业技术资格为标准；组织的行为程序要素方面注重非人格化，规则约束和高

度纪律性；而组织行为结果将是高效、精确、可预期的。[1](333)其中，合理合法的权力或职权是科层

制组织的核心要素。很多企业尤其是行政管理系统凭借此实现了最有效的管理。但是这种组织机制

运用在现代学校则暴露出了其固有的一些缺陷。 

（一）学校组织形式过于注重唯上是从的等级分工 
如果用形式结构图来显示学校组织则是直线职能型结构形式，体现了鲜明的三层三线的独立运

作特色。 
 
 
 
 
 
 
 
 

 

图 1 直线职能型的学校结构形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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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理性，重视对上负责。强调服从行政命令，学校内部的每一单位，无论是横向的部门或

单位，还是纵向的高、中、低层，都是根据劳动分工的原则进行区分和设置的。管理手段上，习惯

于用行政手段推动工作，按“校长意志”行事，管理者较多强调学校组织的权威性、等级性以及各

种行为的规范性，上级对下级下达命令，下级必须接受和执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忽视了自

下而上的民意民情通达，忽视了横向的沟通与协调。 
2．追求职权与职责的严格统一要求。学校中每一单位、单位内每一个职位，均有明确规定的职

权与职责，每一处室的主管或职工都必须按规定的职权职责进行工作。教学管理方面，管理者为教

学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与规则，教师备课、上课都有固定的模式，教学的进度要求、教学评价强求整

齐划一、标准化，教师成为流水线上机器，教师劳动的特点和教师教学的个性未得到充分的尊重。 
3．严格规章制度，强调学校建立规章制度的至高无上，要求每一名教职员工，无论职位高低，

都必须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管理方式上，繁琐的检查、评估以及量化管理过多、过滥，既增加教师

的负担，又束缚了教师的创造性，特别是把不宜量化的工作量化处理，硬性的量化指标使具有丰富

性和多样性的教育、教学活动成了呆板、沉闷、缺乏活力的机械程序。 
4．以“成事”为学校的唯一价值取向，追求高效地完成事务性目标。学校成员被程序化、技术

化，服从于事务性的工作安排，不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不关注个人的具体感受和创造性的培养，

强调服从、听话、按部就班。 
（二）学校组织运作机制仅重成事而忽视人的主动创造 
我国学校的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校一级领导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学校贯彻执行国家要求，提高

国家政策的贯彻力度。严格的等级管理，在机构运行良好的条件下，有助于上下一致，提高管理效

率。但是由于科层制组织结构本身固有的一些特点，使处于学校顶层的学校领导对基层情况的把握

基本上是采纳下一级领导的汇报，很难及时透彻地了解基层教师的心态和要求，对学校教育生活中

即时的问题和发展机遇也缺乏足够的敏感。基层教师一般很少有机会介入各个层次的决策过程，即

使是对专业事务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尽管备课组长、教研组长和年级组长等常常是专业上的权威，

但他们通常做为校长在基层的权力执行代表，无法全面地关注全体教师的意见。而由于权力过于向

行政管理偏移，势必削弱了作为一个专业场所的学校的专业权力发挥，作为学校教育生活中主要的

专业组成人员教师们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被忽视。这对于培养富有主体精神的时代新人的现代教学

来讲，教育教学必需的创造性智慧被追求完成上级指令的价值导向压抑。人处于被动执行、机械运

作的地位，追求效率，以完成工作任务为旨归，而忽视人的主动创造，忽视人的主动发展。基层的

自主权受到限制，基层创造性被钳制，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都沦为了活的工具，整个学校组织呈现物

化状态，被动的应付着各自的上级布置的任务，高能耗低效率地维持着运转。 
二、现行一般中小学内部组织形式成型原因 

组织这种形式出现很早，但是我们所熟识的组织形式则要到工业革命引发下的经济扩张时期，

在 19 世纪的欧洲和美国才初具雏形，“组织的发展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

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1](334)由于组织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得到飞速发展的，因此考察组织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可以追寻到现行一般学校组织成型的根本原因。 
（一）管理中的科学主义思想主导着组织理论的发展 
对组织发展的关注得从讨论有效管理入手。“科学管理之父” F W 泰罗（Frederick W. Taylor）

较早系统地研究技术、工作和组织结构之间关系，他注重规范的结构和规则，把工作系统看作自上

而下完成管理责任的“指挥和控制”，重在帮助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更高的效率完成其工作。法

国人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在一个更加概括的组织层面上专注于组织设计，认为组织的有效

管理是通过五个步骤来实现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同时特别强调统一指挥、集权、

主动性和士气。很清楚，泰罗和法约尔是创造了一个管理的时代，西方世界也正变成一个“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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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但是随着工业化社会逐渐形成，人们普遍感受到，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冲突加剧，

人们得拼命学会与环境相处，才能在新的社会中成功地生存下去，前工业时代比较简单的社会和政

治组织形式，在新兴的工业化社会里生来就是无法适应的了。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应

时而生了，其理论特别适合庞大而复杂的企业需要，是把庞大组织的损耗与不合理减少到最低限度

的一种尝试。现代组织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产出了如需求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论、工

作设计理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等等可以统称为“激励理论”的若干成果，成为现代社会设置组

织机构的理论基础。但无论人际关系理论还是激励理论，调动员工参与感和积极性的意义，最终指

向的还是产品、效率和利润。 
通过对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梳理，不难发现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刻的打上了工业经济社

会的烙印，管理中的科学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而完全把人置于一种工

具位置，成立组织的价值取向是为了达成某项“社会业绩”，而丝毫不顾及人的发展，考虑不到人的

需求、人的主动性。哪怕是现代诸多的形形色色的组织理论关注了“人”的因素，但最终的意义还

是换取“事”的成功。我国现行一般学校的组织形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就深受管理科学主义的影

响，而一味追求效率，以“成事”为唯一价值追求。 
（二）我国学校组织发展深受政治影响而强调权力重心上提 
建国以后，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是以新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教育发展的现实为基础，是当时

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2]我国学校组织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效仿行政管理体制以科层

制为组织形式迅速扩张弥散并最大限度地组织、规制整个教育系统，使我国的教育管理体系表现出

高度组织性、同一性和纪律性，行政色彩浓厚。这种在强烈的政治背景下诞生的科层管理制度曾经

对我国教育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取得过重大成就，“在教育资源还较贫乏的情况下，采取集

中统一的领导，由国家包办的做法，也确实能集中力量较快地培养出急需的人才”。[3] 
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是整个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构成，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宏观

体制上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也渗透进了学校内部的组织结构，机制运作上也表现出极为浓厚的

行政色彩。首次以国家意志对学校内部管理进行详细规制的是 1963 年中共中央转发《全日制中学暂

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直到今天，很多中小学的组织结

构和运行机制仍然如此。[4]但是任何制度的环境总是相对的，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社

会的急剧转型，学校组织变革出现了巨大的政策空间和发展空间。 
组织毕竟只是一种由个体所创造的、被用来追求特定目标的协作结构，深入到组织运作的过程

中考察，可以发现组织一直面临着两件似乎矛盾的事情。一方面，每个组织必须把其工作分解为不

同的任务或部分，要求应该是富有效率的，最经济的把投入变为产出；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组织的

更高效益，实现可以超越单纯经济效益的目标，组织又必须强调协同，强调对人的激励和培养，把

分解的专业化的部分变成一个一致的整体。尤其是学校组织，每一项活动从决策、设计、组织、实

施到反思与重建，“成何人”、“如何成人”始终是关注的中心，学校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学

校发展共同愿景的分享者，学校组织、制度和文化自我更新的变革者，领导和管理活动的参与者、

合作者与责任人。因此在组织内部，分解工作的本能倾向与同时关注人的发展，整合相同的专业化

工作之间的存有一定的张力，两者固有地与生俱来地存在于组织之中。对人的主动发展开始关注，

渐渐地演化出新型组织，出现新的管理思想，这就为学校组织变革要追求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

天然地埋设了组织根源和实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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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ries to reveal the causes for the ignorance of personal initiatives and creativity in the stric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at gives much importance to achievements. This 
demerit mainly results from defici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hina’s specific context of educational advanc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rational retrospection be helpful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schoo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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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tilization deficiency”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ldren’ strateg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for“utilization deficiency”from 5 aspects: age, cognitive factors such as limited cognitive resource, strategy 
conformity and inhibition ability, basic knowledge of strategy use like cognition,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conditional 
knowledge, subject experience and strategy training. The writer, thus, suggests that“utilization deficiency”be avoided by 
instructing children to restrain their predominance rea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strategy use, assigning them proper tasks in 
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and attaching much importance to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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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dopts the Illinois Test of Psycholinguistic Abilities（ITPA）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mory span by sampling 458 pupi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in the 
digital memory span. The digital memory span will widen with age or grade increasing. Additionally, 9 or 9.5-year-old 
pupils’ forward memory span is relatively close to that of adults while backward memory span is still sustainably developed. 
An analysis of covariance reveal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 memory span is influenced more by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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