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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困境与超越:教育局长角色研究》主要内容：教育局长是我国基层教育行政管理群体，他们的管理行
为无疑对基础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县教育局长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教育局长管理实践
困境，采用定量分析和质的研究兼而有之的混合方法，集中对教育局长管理角色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
究，得出教育局长面临角色困境基本结论。从社会角色理论观点来看，本研究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结构
、组织性质对社会角色的影响，呈现出基层教育行政管理者政府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工作
系统中的角色复杂性和角色胜任之艰巨。
本研究属于实证研究。一方面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互动参与等研究方法，呈现出教育局长群
体的职责、基本社会特征、多元角色期望以及现实中的角色形象，构成认识县教育局长基本知识框架
。研究表明，从大样本的情况看，教育局长是一个中年男性为主的建立后期和维护时期；他们是县政
府职能部门负责人，是通过组织正式任命负责管理县域教育事业；他们不是一个专业化的群体，既有
在教育系统工作多年的校长、副局长担任此职，也有很多是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转任，在任职条件上
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他们承担的职责广泛而繁重，具体而艰巨；教育系统内、政府以及社会对他们有
不同的要求与认识，形成了多元的角色期待，而他们自身的角色认知也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希望自
己能够成为真正的教育领导者，另一方面又压力重重，充满了困惑。
另一方面，本研究以质的研究范式，集中对11位县教育局长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通过“我”这个研
究工具对11位县教育局长深度访谈材料的整理、分析和理解，细致呈现出教育局长在工作实践过程中
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他们对这些困境的体会、感悟和认知。研究表明，教育局长每天要面对大量而
艰难的沟通协调工作，这些沟通协调大多集中在政府系统内，属于对上和横向的联系工作，缺少这方
面的沟通协调教育工作简直“寸步难行”；研究表明，教育局长“整天忙的都是和教育没有多大关系
的事”，“不务正业”是他们工作常态。这些“不务正业”包括大量的文件签批、开不完的会议，层
出不穷的接待检查，到处要工程、筹款，建学校，忙布局调整、危房改造，承担着无限责任，处理着
学校与家长的纠纷；研究表明，教育局长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面临着冲突、挣扎与困境，每天
纠结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与考试成绩之间身心疲惫；研究表明，教育局长在工作实践中面临多方面压力
，高考、安全与稳定构成三大高压线，同时经费筹措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以及教育系统自身管理
的压力等也大量存在，这些压力通过政府、社会以及教育组织内部、自我施压等方式表现出来，教育
局长不堪重负。
本研究在定量分析和质的研究两方面材料互相印证的基础上，以开放系统理论为基本框架，借鉴角色
理论，特别是默顿角色丛概念、明茨伯格经理人角色理论以及教育组织理论等相关理论观点和概念，
深入分析了教育局长管理实践困境的多方面成因。研究认为，教育局长面临的实践困境是由内外两方
面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外在因素主要体现在制度方面，而内在因素则体现出教育局长职位本身的要
求。内外两方面相互作用构成当前我国县教育局长实然角色内涵。
在此分析基础上，研究得出基本结论，认为教育局长管理实践困境实质上反映了教育局长的角色困境
。按照本研究中的角色的定义，角色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处于某具体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
的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理解和能力在与周边群体进行互动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环境表现出来的
行为模式。而默顿角色丛概念进一步表明，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地位，不仅有单一相关的角色，而且还
有一系列相关的角色，形成角色丛。研究表明，教育局长工作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复杂的，
他们的工作系统也不是单一的。作为研究结果之一，本研究构建出教育局长工作系统图以及在不同工
作系统中的角色丛模型，教育局长在政府系统、教育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中呈现出的角色丛深刻揭示出
教育局长的角色本质特征和内涵。研究的重要发现就是，教育局长在不同的组织系统中承担着组织跨
界人角色，发挥着“连接销”的作用。在此发现基础上，研究认为，教育局长的角色困境是普遍而客
观存在的。
本研究还对11位教育局长面对困境的不同感受和体会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外部困境型、内部困境型、
内外交困型和超越困境型四种实践类型，借鉴盖茨尔斯社会系统理论和组织跨界人概念对差异原因进
行了分析。这一分析不仅反映出教育局长角色本身对个体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需求倾向，而且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性格倾向在角色塑造过程中的作用。
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借鉴社会开放系统理论与角色丛理论，结合教育局长工作
实践，通过深入系统分析，构建了教育局长工作系统模型，提出教育局长在不同工作系统中承担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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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角色，形成了角色丛，具有角色复杂性特征。其二是借鉴组织跨界人概念，提出了教育局长在政
府系统与教育系统当中承担着组织跨界人角色，发挥着在不同系统与不同角色之间的“连接销”作用
的重要观点；其三是指出政府系统与教育系统具有异质性，教育局长作为两个系统中的“关键角色”
，角色困境异常显著。
研究最后指出，困境中的教育局长，作为区域教育发展的领导者和指挥官，无疑会对区域内基础教育
健康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理解与支持，不仅体现出人本价值观，更是对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健康发展负责的表现。为此，本研究建议继续加强教育局长系列研究，并积极在政
策、体制建设以及教育局长队伍建设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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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采集的案例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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