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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海

“效率”是什么？效率是指在单位时间
里完成的工作量。在以“效率”为核心的价
值体系里，学校管理存在各种“率”泛化现
象，比如“及格率”“优秀率”“达标率”“完成
率”“升学率”等。为了达成各种“率”的目
标，一些学校的管理更加注重对各种规范、
规则、标准、指标的使用，甚至提出一些雷
人的口号，比如“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等，
这种对数量化、标准化过分追求的背后其
实是学校管理的“效率崇拜”。学校管理何
以出现“效率崇拜”，如何超越“效率崇
拜”？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的
根源在哪里

学校管理存在“效率崇拜”现象源于管
理主义思潮。管理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
期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
思想，是西方管理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
管理思潮，其主要特征体现为效率崇拜、管
理至上、技术理性，其中“效率崇拜”是核心
价值目标。由于管理主义行为之于工厂企
业的有效性超乎想象，“效率崇拜”的价值
取向逐步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学校组织也不例外。美国学者迪戈蕾
指出：“20世纪初，教育家们开始像办工厂
那样去办学校，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学校教
育的许多方面都是从工厂车间直接移植到
学校教室里来的。现在，保存记录、制定课
程表、布置教室、划分学期、安排上课时间
和课间休息、管理制度、教学和年级划分等
都实现了标准化。质量控制和可以互换的
观念从工厂引入到了学校。”美国教育家丘
伯利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学校
就是工厂。原始产品（儿童）被造成成品以
满足各种生活需要。”管理主义在学校组织
中的移植、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使得

“效率崇拜”逐渐在学校管理中深深扎根，
逐步成为许多学校管理者的价值追求。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价值目标的实现，
是基于管理主义行为特性展开的，即以科层
制管理模式凸显管理至上特性，以数量化、
标准化、程序化管理规则彰显技术理性，以
实现学校管理的效率最大化为价值目标。
概言之，学校管理在科层制管理模式下，过
于强调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严格的规章制
度、明确的职责分工、周详的工作计划以及
精细的奖惩制度。无疑，学校管理“效率崇
拜”价值追求有可能带来学校教育“生产
率”的大幅提升，学校管理也逐步从经验性
管理中走出来，管理标准化、定量化、程序
化及效率化得到充分彰显。比如，有的学
校在质量管理标准方面引入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有的学校在评价方面采用“指
标—量化”评价方法，有的学校在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方面过于追求“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等。这些学校管理中的“效率崇拜”现象，
需要引起校长的警惕与反思。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会
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固然给学校发展
带来了积极的深刻影响，但由于管理主义
产生的“土壤”及核心价值都与学校组织存
在本质的差别，同样给学校组织发展带来
了不利影响。总体而言，学校管理“效率崇
拜”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中无人。管理主义产生的“土
壤”厚植于工厂企业，管理对象主要是没有
生命的冷冰冰的“物”与“机器”。学校管理

“效率崇拜”是管理主义移植于学校的产
物，学校是其依存的“土壤”，管理对象是充
满生命活力的“人”，本应是见“物”更见

“人”的以人为本的管理，但由于管理主义思
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对管理主义行为改造
的不彻底，致使学校管理“效率崇拜”行为中

“人的消失”。这种先天“土壤”的不同，必然
带来后天简单移植的“水土不服”。所以，在
学校管理中，我们不能把活生生的人当作一
个与物质世界一样的物体，而应把他们视为
与我们发生各种关系和联系，并与我们互相
影响和作用的人。这是现代学校管理中必须
重塑的理念以及亟待改进的行为。

二是价值偏离。管理主义以“效率崇拜”
为核心价值追求，摒除管理中的人性化倾向，
实行绩效导向的考评机制，以最大程度提高
效率。而学校的核心价值追求是育人，是在
遵循人的成长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达成学生个性化及社会化的成熟与完善，以
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以“效
率”代替“育人”，以提高效率作为衡量学校价
值目标实现的依据，背离了学校教育的价值
追求，容易使学校变成单纯追求管理效率的
场所，难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三是控制导向。由于管理主义强调管理
至上，其管理模式凸显科层制管理特性，管
理主体与管理对象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单向
关系，决策者和管理者难以对下级的需求作
出回应，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学校管理“效
率崇拜”则遵循了管理主义行为特性，按照
科层制管理范式，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度、
命令式的管理行为，学校没有足够的自主权
发展其专长和进行专业评定，也大大丧失了
团队所需的灵活性。

四是技术理性。管理主义在管理实践中
非常强调技术理性，倡导数量化、标准化、程
序化等技术规则。学校管理“效率崇拜”价值
目标的实现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理性的泥
潭，致使学校管理出现数量化、标准化、程序
化倾向，比如，学校教学业绩和学习成绩可以
量化，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可以量化，管理能

力与研究能力也可以量化等；学校强化标准
化答案、标准化试题以及标准化质量管理
等。技术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校管理
的便利化、规范化、效率化，但技术理性张
扬的背后则是人文价值的缺失，学校不同于
工厂、不同于企业，学校是一个育人机构，
是一个需要人文关怀且应该彰显人文价值的
场域，过分追求技术理性的张力，使得技术
逐渐掩盖了它与人原初的和谐关系，进而反
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既不利于人的成
长，也不利于学校的发展。

学校管理如何走出“效率
崇拜”误区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继承了工业时代管
理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而现代学校管理
则急需实现从“学校是机器”向“学校是生命
系统”的现代转型，因为“机器”是被制造的，
而“生命系统”是自我成长的，这就需要学校
彻底转变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
管理控制转向激发人的无限发展潜能，真正
按照人的生命特性构建新时代学校管理的理
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实践体系。

一是注重以人为本。新时代学校管理必
须基于学校立场，真正回归学校，回归教育，
从人的本性来认识人、尊重人、教育人和发展
人，管理行为应在“人的意义世界”中展开。
这就需要以“生命系统”为学校管理打开方
式，围绕“生命”做文章。一方面，在理念上要
真正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要
真正看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特价值，认识
每一个生命个体浓郁的生命期待和真挚的
生命追求。另一方面，在行为上要真正为学
生个体创设生命发展的自由空间，关注他们
的情感需要和生命体验，给予他们充分的尊
重，进行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使学生享受
属于自己的思维创造，真正改变过去被教

育、被管理的“被动”发展局面，使人的发展
成为人自己主宰自己的过程，实现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的“主动”发展诉求。

二是重视管理育人。新时代学校管理需
要关注“效率”，但更应关注“育人”，必须回归

“育人”价值本位。过去在管理主义“效率崇
拜”价值观影响下，学校管理走过一些弯路、
歧路，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必须认识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哲理与道理，学
校场域决不能盲目地“效率崇拜”，高效率未
必培养出所谓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不是简单
的输入与输出的过程，也绝不是单位时间内
完成的育人工作量的简化过程，而是一个整
合了输入、内化、领悟、转化及应用的过程，这
个过程绝不是效率所能衡量和隐含的。《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指出，坚持育人为本
的办学宗旨，把促进每个学生健康成长作为
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遵循教育
规律，注重教育内涵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
合的教育，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这是
新时代学校管理者应该坚持和坚守的。

三是走向多元共治。新时代学校管理更
应该关注民主协商，走向多元共治。工业时
代控制导向的管理已经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
发展要求，随着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
观念的深入人心，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校园、进头脑，学校越来越重视治理
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管理过程也更
加注重民主、自由、开放与包容，管理中的科
层权威与专业权威的矛盾趋于和解，一种新
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协商对话的学校管
理样态正在形成。这是新时代学校治理现代
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是彰显人文价值。新时代学校管理需
要重视技术规则，但更应彰显人文价值。过
去，管理主义过于注重技术理性的价值，将管
理塑造为组织严密的控制过程，忽视组织中
人的情绪情感、思想道德以及价值观的作用，
学校在技术理性的作用下容易演变成为一个
缺乏人情与温情的场域，人在某种意义上也
容易演变成为“单向度的人”。新时代学校管
理需要审慎面对技术理性，尤其要看到技术
与人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强化人文价值对技
术理性的规导，在发挥技术规则规范作用的
同时，更应彰显人文价值的陶冶与浸润蕴
含。正如有研究者所言，科层制所追求的客
观化、形式合理性背后隐含着对人的否定，
容易把人当作一种工具，容易从根本上否认
人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必须用人文精神来进
行救治。这也是新时代学校管理者必须予以
重点关注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
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系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2022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项目“县[区]域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研
究”[GYJ2022025]的阶段性成果）

学校管理如何超越“效率崇拜”
赵传伟

子 曰 ：“ 事 缓 则
圆，事急则乱。”其要
旨是对事情不是置之不
理，而是在看到处理时
机不成熟或感觉不宜主
动明确处理的情况下，
采用的一种暂且“冷
冻”或“搁置”的处理
手段。通过这一手段的
运用，达到不处理而处
理的实际效果，即所谓
的冷处理。冷处理艺术
的根本在于巧妙灵活，
要视情而用、视情而
变，要择机而动、适可
而止，过与不及都会适
得其反。

周一下午大扫除，
在活动接近尾声时，校
园广播中突然传来一阵
急 促 刺 耳 的 训 斥 声 ：

“检查情况通报，本次
卫生扫除，通过巡查整
体情况良好，只有九年
级三班男生公寓走廊里
有两堆垃圾至今未清
理，对该班扣5分，并
给予全校通报批评！”
紧接着又大声重复了一
遍。我心中倏地一惊，
预感事情不妙。就在这
时，九年级三班班主任
李明铁青着脸闯了进
来：“校长，我咽不下
去这口气，他张杰逞什
么能，也不事先了解一
下情况，就贸然公开地
采取这种极端方式，让
我的脸往哪儿搁？”

“好了，我刚才也
听到了，你先回去消消
气，等我了解一下情况
再给你答复好吗？”他极不情愿地嚷嚷着出去
了。发这么大的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心
里犯了嘀咕。李明年轻有为，爱岗敬业，工作
一贯扎实认真，各项工作都走在学校前头。政
教处主任张杰性格温和，平时严以律己，宽以
待人，非常通情达理。我正感到疑惑不解，张
杰一阵风似地进来了。“校长，处理不好这件
事，我就辞职不干了，屡犯不改，还当面顶撞
我，什么素质？”

我心里猜想，两人一定是因为工作上的原
因顶牛了，两人产生了矛盾，找我告状评理来
了。可双方一时都在气头上，各执己见，僵持
不下，任凭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进去呀！再说，
没有调查了解，究竟谁是谁非，根本就没有发
言权。我只好安慰他说：“我现在手头上很
忙，实在是脱不开身，等明天开完会，我一定
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还你一个说法。”

经过一番详细了解得知，李明上周得了急
性胃炎，为了不耽误功课，他忍痛先把课上完
赶紧去医院输液了，班里的卫生区由于没有及
时跟上检查，学生清理得不够彻底，周四张杰
发现了，先是做了记录，给予了警告。没想到
周五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张杰大发雷霆，严
厉警告卫生委员说：“下不为例！”可事情偏又
那么凑巧，就在李明到公寓去检查卫生时，一
个学生擦玻璃不小心划破了手，鲜血直流，李
明见状无暇顾及查卫生的事，便带着他飞奔去
了医务室，而当张杰再次来检查卫生时，顿时
火冒三丈，后果可想而知。

弄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第二天开
完会，我把他俩约到了我的办公室谈话。这时
他们似乎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和鲁莽，坐在
那里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言不发，表情很
不自然。我首先肯定了他们的工作，然后语重
心长地说：“其实你们两个谁都没有错，只是
误解了对方。在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往往都
是错误的决定，最终都会让自己悔不当初。所
以，希望你们两个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要学
会收住自己的脾气，好好沟通冷静处理，事情
才能得以稳妥解决。”听了我的一番话，两个
人都心悦诚服，相互真诚道歉，握手言和。

这件事后，我陷入了沉思。学校基层工作
纷繁复杂，同事之间产生矛盾在所难免，年轻
干部在基层摸爬滚打，沉不住气则事难成，静
不下心则情易乱。尤其在下级相互之间发生激
烈的矛盾冲突时，领导者首先要稳住局面，缓
和一下局势，不宜操之过急，而要慢慢地设法
应付，问题方可得到圆满解决。如果当即表
态，则容易使一方产生领导偏袒另一方的心理
反应，即使自己理亏也不认输。所以最好的处
理方式是放一放、冷一冷，等双方心平气和、
思维理性了再处理不迟。

这使我又联想到有的教师在处理违纪学生
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责任心强，也可能是由于
一时气愤或者心烦意乱，总是倾向于快刀斩乱
麻，处理方式简单粗暴，经常采取以训斥惩罚
为主的硬处理方式。从表面上看这种处理方式
果断快捷，但是往往治标不治本。如果后续的
软处理不到位，学生可能会对教师产生敌意甚
至怀恨在心，破坏了师生关系，无形之中也为
自己的后续管理设置了障碍。

工作中，校长需教育年轻干部和教师，要
有问题意识和解题思维，从容不迫面对纠纷争
执，给情绪降降火。学校管理是一门科学，又
是一门艺术，作为校长要独具慧眼，审时度
势，视情况有所变通。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
准确的判断力。而有些突发事件，当断则断，
以防夜长梦多；而有些突发事件不妨暂且搁
置，借故不予理睬，给双方一定的反思时间和
空间，待时机成熟后再着手处理，不失为一种
恰到好处的手段。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萌山中学总
校执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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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武

作为一名基层一线校长，我积极倡导
“三微”理念，也就是微公益、微文明、微进
步。让自己治校中管理成分少些，服务成分
多些。在这里，我将我曾在学校服务中的一
些“小”做法介绍给大家。

一颗糖。在学校，不可能没有师生群体
的集会。而这些时间往往是学生容易出现不
适的时候，有少数学生是低血糖患者，出现
头昏、乏力等不适症状。对于单纯低血糖学
生，出现症状后，不用急于送医院，及时补
充糖分就行。学校医务室常年配有口服葡萄
糖，有低血糖学生的班主任要在办公室存放
红糖，低血糖学生口袋要带有糖果，学校政
教工作者及校长口袋里也常年随带糖果。每
当出现应急情况时，对于低血糖学生可及时

帮助缓解。
一碗菜。在学校里，我们会遇到一些身

体有疾病的学生，如肾炎和糖尿病患者。这
些特殊学生，对饮食有不同的要求。而家长
和学生又不想身体疾病让更多人知道。于
是，我们在靠边的固定窗口不贴标识，每天
比同级学生用餐迟来5至10分钟拿走各自特
制的饭菜。同时，为了师生饭菜持续可口，
每学年举行一次厨艺大赛，厨师三轮选拔，
让每一位厨师都有提升技能的机会。

一杯水。为了给高中紧张学习的学生饮
水提供方便，学校在每间教室里均安装了饮
水机。一所学校越大，班级越多，供水线路
就越长，自然而然地供水管道就越复杂。为
了让学生喝到真正干净的饮用水，学校每学
期请相关部门对自来水进行安全检测，定期
对饮水机进行彻底消毒，定期对供水管道进

行维护，防止破损后污染物进入。师生一旦
觉得饮水口味不适，立即报告，停止使用检
修检测。

一根管。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现在许
多农村中学也安装了空调。我们在学校安装
空调时，充分考虑排水管的滴水声对教学生
活的影响。教室或寝室、办公室的空调安装
时，事先计划好排水管路线，外挂设备整齐
统一，力争所有排水管外接一致，再将外排
水管统一连接到垂直水管内，让空调排水一
律落地，不让有滴水声发生。

一张床。让学生“住好”一直是我当校
长期间遵循的最基本的服务理念。“住好”首
先是让学生睡有“好床”。在空间够的情况下，
尽量少住人，让床比国家标准宽点，让个子大
点的学生睡着舒服；上下扶梯梯档宽点，上下
安全不落空；二层外挡适当高几厘米，防被子

下落，以及防止人与被子同时掉落。
一封信。每学期开学前致学生家长一封

信，告知开学时间、报到地点、住宿寝号、收费
标准、缴纳方式与操作流程等；每逢假期，温馨
告知家长督促学生不要坐“三无”车辆、不下河
库游泳、完成一份力所能及的“微公益”作业
（如扫楼道、捡纸屑等）、及时离校到家、按时到
校不外出等；每次的各类助学奖学公告，也以
致家长一封信的形式告知家长。

看重学校服务中的“小”，才能成就学校
教育的“大”。学校服务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
师生、家校相互照亮的过程，更是一个相互
成就的过程。以“小”见“大”，以“小”变

“大”，才能让我们的教育成为向上的精神力
量。

（作者系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第一中学原
校长）

做好学校管理中的“小”
治校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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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同于工厂、不同于企业，学校是一个育人机构，是一
个需要人文关怀且应该彰显人文价值的场域，过分追求技术
理性的张力，使得技术逐渐掩盖了它与人原初的和谐关系，
进而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既不利于人的成长，也不利
于学校的发展

学校管理“效率崇拜”继承了工业时代管理主义的理论与实
践体系，而现代学校管理则急需实现从“学校是机器”向
“学校是生命系统”的现代转型，因为“机器”是被制造
的，而“生命系统”是自我成长的，这就需要学校彻底转变
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管理控制转向激发人的
无限发展潜能，真正按照人的生命特性构建新时代学校管理
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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