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体转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整体转型》

13位ISBN编号：9787549915248

10位ISBN编号：7549915245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杨小微

页数：24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整体转型》

内容概要

《整体转型:当代学校变革“新走向”》，本书以社会转型、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转型、教育转型为大背
景，透析点状条线式变革与转型性变革两种变革方式的不同旨趣，揭示后一种方式的必要性与不可替
代性；阐明当代学校在以变革方式实现转型的过程中，呈现的不仅是组织、制度、运行机制、课堂状
态、班级氛围、育人环境等方方面面可见的变化，更有内含于这些变革与变化之中的深层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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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小微，湖北宜昌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1983年、1986年先后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2年
获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99-2000年间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访学。2003年调入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6年起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教学论、教育研究方
法、课程论、教育学原理研究和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先后主持湖北地区学校整体改革实验、主体教育
实验，参与“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和成型性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及上海市
重点科研项目，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学术月刊》《教育发展研究
》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撰写、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主编本科及研究生教材10余
种。多次获全国离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上海市社
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学术兼职有：华东师范大学繁荣计划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学、中
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湖北大学“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分会副理事长
，教育学分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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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整体转型：变革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一、基础教育改革的新进展二、新成果与新经验三、问题反思
与出路探索第一章 变革背景：学校管理改革的中国经验与域外资源一、域外资源：以效能、质量和经
营为主旋律二、中国经验：从校长负责制走向多样化探究三、若干关系的探讨第二章 价值取向：在“
谋事”与“育人”之间保持张力一、谋事：从“萧规曹随”到“敢为人先”二、育人：从“驭人之术
”到“成人之道”第三章 策划与决策：变“无谋独断”为“合谋共断”一、学校发展策划二、学校决
策方式三、学校发展过程及领域中的决策与策划第四章 组织变革：由各自为政走向和谐融通一、我国
中小学内部组织状况及其原因分析二、学校转型背景下的组织变革与发展再认识三、学校变革进程中
的组织变革路径与策略第五章 制度更新：从“卜规下循”到“变中求序”一、制度设计的前在假设二
、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学生发展需求观三、学校内部制度的更新过程四、以学生发展为旨归的制度建
设第六章 机制探寻：从随波逐流到“自主运行”一、学校运行机制探寻概述二、学校领导与管理之核
心机制的探寻三、关于学校运行机制研究的反思与再探第七章 文化创生：从自生自在到自觉营创一、
理解当代学校文化生成的多重视角二、凝练核心价值，为学校文化发展定位三、大学介入后的学校文
化互动与生成第八章 领导发展：在转型性变革中提升实践智慧一、学校领导的生命自省与责任意识二
、学校领导价值取向的自我审视三、学校领导的决策与策划能力的自我反思四、学校领导之领导力的
自我提升⋯⋯第九章 策略创新：学校变革的合作瓦动及方法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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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从2004年就开始对中层管理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学校将原有的
“教导处”和“教科研室”合并为“教学科研部”，将原有的“德育室”改名为“德育活动部”，将
原有的“总务处”、“校务办公室”和“寄宿部”合并为“后勤保障部”，同时新增了“信息技术部
”。而后，在2004年整个下半年，基于进一步增强中层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进一步下移管理重心的思
考，学校对中层管理机构的设置又进行了持续、系统的变革，将中层管理组织的机构设置再次进行了
调整：原有的“教学科研部”改名为“课程教学部”，“德育活动部”改名为“学生工作部”，“后
勤保障部”改名为“校务管理部”，保留“信息技术部”。　　持续地对结构进行重组，一方面是为
了要调整和增强部门的工作职能，如在后勤保障部基础上成立的“校务管理部”，担当起除教育教学
以外所有学校事务的统筹协调工作，提高了工作运行的效率，降低了运行成本，增强了工作中的“整
体性与系统性”。另一方面，机构的变革也是为了要促进学校中间层面管理思想与思维方式变革，实
现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促进管理人员的主动发展。这典型地体现在“课程教学部”的名称沿革上：
当初将“教导处”和“教科研室”合并为“教学科研部”，是要增强全员“在课程背景下的学校教学
变革与研究”的意识，全体管理人员要直面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的第一线；后来在名称上去掉“科研
”两个字，改名为“课程教学部”是为了要将科研的意识更整体和全面地渗透在各部门与层面的工作
中，每一个管理人员都要具体承担科研任务。同样，从“德育室”到“德育活动部”再到“学生工作
部”，名称的变化反映着管理思想的变化和发展，体现了拓展管理人员与教师的学生工作视野，改变
学生工作概念窄化的德育观念，在工作策划与研究实践中引导管理人员和教师全面而整体地关注学生
的发展这样一种思想。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在变革中认识到学校是一个人才集聚的空间，每个人
都是富有主动发展的能力的独特个体。基于学校原有组织结构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基地学校发展
的需求，对学校管理机构进行重新布局，重组结构，调整功能，积极探索适合学校发展需求的管理网
络。他们在书记、校长室下面设立了“课程管理与研究部”、“学生发展研究部”和“综合服务部”
，并对各部门的管理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做到职责分明，责任共担（管理网络图及部门职责见下表
）。一方面尽可能做到名和实之间的一致，另一方面尽可能明确各部门在学校中心工作、重大活动中
，分工协作、合力推进时所需承担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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