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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事教育生涯几十年，对学校的管理，接触到、听到、学习到、看到很多知名校长例如：刘西名、李镇西、窦桂梅等对教育的执着

追求，对学校的管理科学规范，使得学校办学水平领先，教学质量一流，办学规模扩大，引领示范超前。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和领悟到，

蕴藏着的一种强烈教育责任感和使命感，浓郁的教育情怀，他们热爱教育，置身教育，诠释教育，引领教育，让人尊重，使人敬佩。同时我

们也认识到，要管理一所学校，校长就要对这所学校把脉诊断，确立要把这所学校的目标和规划，学校才可以按照这种轨迹去发展、去实现。

因此，在这之中校长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很重要，这里就自己亲身实践，工作实际，学习、借鉴、结合各位名校长的管理经验，初浅的谈谈校

长在学校实际管理中应具的基本素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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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学校的管理理念和思维 
当你接受任务管理一所学校时，任何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全盘

的思维来考虑怎样用心管理好这所学校。这就是管理的思维和理念。即

就是事业吸引人，制度管理人，情感相待人，待遇挽留人，和谐相处人，

文化塑造人。 

事业吸引人，从教育的本身来说从事教育工作，当一名光荣的教师

就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老师、先生、人类灵魂工程师、园丁、慈母、春

蚕、蜡烛、孺子牛、春雨、人梯都是对这个伟大职业爱称。随着社会的

进步，时代的发展，人才的需要，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教师的地位

越来越高、教师的待遇越来越好。献身教育事业，从事教育工作，当一

名优秀的教师已经成为一个崇高和让人羡慕的职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

到教师队伍中来。 

制度管理人，对一个学校的管理，很多人首先谈到强调的制度，建

章立制，有了制度就按制度执行。没有制度绝对不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但是制度要有合理性，因为制度是为不遵守规矩的少数人制定和修改的，

最后而约束大多数人。制度的完善，反映出一所学校的管理面面俱到，细

小精细，这样的管理按规定来，减少了校长在工作中处理问题的麻烦性，

被管理者必须执行。而忽视的问题，极少数人根据制度钻空子，找瑕疵，

并且很在乎和留意对他人的处理，有时也缺乏一定的人情味。 

情感相待人，教师队伍本来就是一支高素质人员组成的队伍，对教

师的要求很高。担当奉献、为人师表、委屈误解、宽容大度。这就要求

我们对教师要有更多真诚的关爱关怀，做一个细心的管理者，和老师们

建立一种真情，让他们理解你支持你，真心相待，友好相处，这样的感

情纯真，朴实。 

待遇挽留人，为能留住优秀的教师，就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让

教育有方，教学成绩优秀，工作扎实，师德师风良好的教师有盼头，有

想头，有干头。合理的发挥绩效工作的作用，想尽办法，争取奖励资金、

争取更多的荣誉给他们精神鼓励，让他们干有所得，干有所获，干有价

值。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里能够充分实现，领悟到自己的人生追

求得到满足，留在学校而努力拼搏的工作。 

文化塑造人，一所学校必须有文化，有传承的文化，有底蕴的文化，

有内涵的文化，有时代的文化，有发展的文化。要把优良的校园文化挖

掘出来，而不是完全写成标语，画成图画，贴在墙上，放在橱窗里。要

让优秀的文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找到学校的源头，学校的根本、学校

的希望。熏陶、培养、塑造出一批能传承、发扬、发展优良文化的杰出

教师。让校园文化书香满园，和谐相处、正气回荡。 

和谐相处人，让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关系友好、融合、融

洽。让校园无处没有风景，让校园处处充满温馨，让校园到处体现和谐之

声。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全体师生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共同学习、

共同相伴、共同成长，让无声胜有声，让教师、师生情谊源远流长。 

这样的思维和理念，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构建了发展方向和发展前

景，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清晰的勾画出美丽、和谐、向上的学校蓝图。 

2 坚持率先垂范、凝心聚力、形成合力 

校长既是一名管理者，也是一名教师，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有强烈

的示范作用。率先垂范是必须的，他就是一把标尺，一棵标杆。教师本

身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在学校管理过程中，要管好教

师，要求他们怎么办，怎么做，能否做到，这些不仅仅是发个通知或文

件，靠行政命令强制执行。而是要求教职工和学生做到的，校长要亲身

实践，自己首先做到。自己说过的，自己也必须做到。用自己的言行举

止去感染人，感动人，吸引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当你的行为真正在

师生中起到示范作用是，人们就会自觉的向你靠拢，向你看齐。把你当

做一棵风向标标杆，让师生耳闻目染，学习示范。例如：到校时间、怎

样停车，教育学生的方式，参加教研活动等这些小事的亲自参与和示范。

把教职工的心凝聚在你身边，团结在一起形成合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这样的行为如果长期坚持，毫不松懈，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一定会受到

良好效果。把功勋和奖章给优秀的老师，把荣誉和优秀给最需要鼓励的

人，你的言行举止给予了教职工无穷的魅力，在今后你的管理也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学习熟悉解读教育法律法规政策 

依法办学，依法治校，严谨治学，这是任何一名教育管理者在学校

管理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搞教育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法律法规，遵循教

育规律也应在遵守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来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范了

师生的行为准则，它体现国家意志对教育的要求，明确了教育的本质，

我们在办学过程中不能违背法律，办学也就不会偏离方向。因此，我们

校长就应该学习、懂得、熟悉、解读教育法律法规。例如：《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未成交人保护法》《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的意见》等等，把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吃透，给师生讲解和解释，

带领和指导教师必须依法办学，依法执教。让校长的法律意识、政策水

平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学校办学水平标准，教师执教水平明显提升，教

师教育能力最大的提高。 

4 了解优化学校以及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一个校长必须对你所管理学校了如指掌，管理思路清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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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有成竹。对学校基本情况，师资状况、教学质量、教学设施、财产、

经费、教研等情况完全掌握，这样才能到合理的配置教学资源，设备更

新。特别是对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要花一定的时间深入了解，了解教师

的师德师风，教学成绩、为人处世，性格特征，身体状况，家庭状况。

了解学生的家庭教育、思想品德、学习情况。什么样的老师教什么样的

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又需要什么样的老师。教师之间的搭配，师生之间

的配合，学生之间组合，都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要让这样的合

理搭配达到最佳效果，释放最大的能量，最佳结合。要让这样的搭配，

让每个人都有光芒，处于最佳状态。要让合理的搭配，形成积极向上的

良好班风。要让合理的搭配形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通力合作的优秀

团队。合理科学的优化配置散发出正能量，让学校充满竞争，充满激情、

充满阳光，充满生机和活力。 

5 把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内涵融入学校管理 

一个专心做教育的人，对教育的理解，对学校的管理，对师生的爱

戴，对学生的教育，一定会有许多想法。怎样把你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的信息有效的传输给师生，运用到学校管理中，让师生入脑入心。丰富

的文化内涵要切合实际，要遵循规律，要有独到的见解，要有前瞻性，

要有长远性，登高望远，极目楚天。从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校

训、校风、教风、学风；校徽、校歌都要体现这所学校的历史传承、精

神风貌、文化底蕴和校长的人文内涵。都要有校长教育思想和理念的文

化元素。以东川二中为例,校徽中间 C，形似汉语拼音的 C,椭圆图案酷似

汉语拼音的 D，巧妙地将“东川”，两字的汉语拼音开头字母结合。中心

“冲”字，巧妙地演绎“二中”二字，形似一个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的少

年；外围的绿色圆环，象征学校像绿叶，学校以学生为本，衬托红花少

年的成长，上部分是学校校名全称，底部是学校建成的时间。 

校训是“励志求实，刻苦善思”，励志”之“励”为激励、磨砺之意，

“志”是志向，是目标。“求”，是求科学，求实情，达实功，务实效。在

“求”中前进，只有力求改进，精益求精，方能探索奋进锐意进取，开拓

新局面。“实”，踏踏实实之意，兢兢业业，励志进取，是坚持求真务实

的精神。出自《墨子经》有曰：“实，荣也。”“善思”就是要勤于思考，

善于思考，即在勤学的基础上，要把“学”和“思”结合起来，敢于发

问，学会在思考中求得知识的真谛。“善思”，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学校的校风是团结严谨、奋发向上、明理和谐；教风是厚生善教、

孜孜以求；学风是勤奋好问、趋真向善。 

办学理念是“爱心润泽学生，责任心感动学生，耐心启迪学生，自

信心塑造学生，恒心完美学生”，办学宗旨是立德做人，求知成才。 

把教育思想和理念，融入到学校管理中，让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知

道，都明白，并按这样的要求和理念去落实，去执行，落实到位，执行

到位。这就是思想的融化和文化的积淀。 

6 用人格魅力温暖师生 

人格魅力是什么，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才情、修养

的综合。通常来说，最具人格魅力的人都有这四大特征。具体表现在真

情、智商、教养、包容。学校管理中，校长的人格魅力，表现出你对师

生亲和力，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用人格魅力体现你

的包容大度，宽宏大量，用人格魅力给师生精神上的丰满和安慰。没有

架子，俯下身来，到教室中间，让师生善于和你交心谈心，沟通交流，

让师生对你肃然起敬，这样很多棘手的问题，往往在不知不觉的交流中

解决。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或者庄重形式而不乐意的接受。同样用你的

人格魅力，让师生给你善意的提醒，给你良策，让你在学校管理中得心

应手，游刃有余。用你的人格魅力，表现出你的担当精神，敢于作为，

遇事不推诿、不扯皮，让教师信任，成为师生的主心骨。 

7 心细、用心做好每一件事，体现精细化管理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意思是，不要因为善

事很小就不做，不要以为恶事不大就作恶。这里要说的是，在教育、学

校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善事，都是民生事，都是关乎师生切身利益的事，

关乎师生的安全，维护他们权益的事。因此，就要踏实做好每一件事，

处理好每一个问题。一件小事，不厌其烦的做，随时做，天天做，小事

变成常规事，就是大事。校园无小事，稍不注意就会酿成大事，校园打

闹演变校园欺凌，校园批评演变顶撞殴打甚至弑杀老师，抽烟化妆厌学

演变成社会流浪人员，而危及社会的稳定。一块砖，一点垃圾，一个角

落，一扇窗户，一道门，一句话都要折射出你的细心和关注，否则出现

安全隐患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患，。有的校长可以把学校管理中要做的

事，用分秒来计算，准确率、成功率、差错率用百分比计算。每一件事

的安排，安排得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做事严谨、细，否则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8 教学上的专业水平成就对学校的专业管理 

一名优秀的学校管理，在教学上他是学科领头人，教学成绩突出，

在对学生的教育上，他有一颗让人感动的仁爱之心。经过孜孜不倦对教

育事业的追求，使他尽快成长成熟，从班级管理做起，懂得教育教学规

律，学校的办学方向，学校的管理目标，而逐步走上工作岗位。做教育

事，成教育人。教育本身专业性很强，同样对学校管理，同样需要专业

性很坚强的管理水平，管理人才，在教学上较高的专业水平，为他在今

后的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使得校长在教育教学管理中，更专

业化，更结合教育实际，更遵循教育规律，工作上大胆创新，管理更进

一步趋向于教育家、学者型的管理。 

校长对教育教学教研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导致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得每一件事都要尊重教育规律，体现在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威望和真实

理论水平，教师才会服你，尊重你。 

9 视教育教学质量为学校管理的生命 

往往一所学校会因有优秀的学生倍出而出名，有优秀的学生就会有

优秀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出名，更有一流的学校管理来支撑。学校文化、

学校管理、学校德育、学校科研、学校环境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日月的

积累，办学历史的积淀。以上各方面建构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教育教学质量，环境

再漂亮，美化再好，墙壁文化再丰富，出不了优秀学子，也会没有生源，

学校已经没有生存的可能，更不用说发展的空间了。作为校长要把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视为学校管理中的生命线，是学校全面管理，全程育人，

全面育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努力抓好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这也

是对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的一次重要检测。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立校之

本，管理之基。 

如果一名校长具备了以上基本素质，再加上科学合理地运用、实施，

他的管理一定成功，他所管理的学校一定会因他而成名校，教师因他发

现而精彩，学生因它的管理而幸福。以上是对校长在学校实际管理中应

具备的基本素质初浅认识，在学校管理中，很多校长经过实践和创新，

会有更多想法和做法，并且把学校管理得很好，有成就。这里所讲的只

是抛砖引玉供大家借鉴，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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