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沿问题探讨

上海初中校长领导力的特征状况及分析
——基于 TALIS 2018数据的二次分析

韦 旭 朱 雁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3）

［摘 要］ 文章利用 TALIS 2018上海调查数据，分析上海初中校长在四类领

导力上的表现水平，结果发现，上海初中校长在直接教学领导力、间接教学领导力和

行政领导力上表现出较高水平，但教学领导力与系统领导力行为执行频率水平极不

对称。校长的性别、工作经验及所在学校的属性对其在各类领导力上的表现存在不

同程度的关联。文章分析这些表现可能的成因，并就此提出了根据性别合理分工、

放权于校长和加强校长的国际交流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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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长领导力是校长负责制有效性的

核心要素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

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校长负责制。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于 1993年下发文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具

体规定了校长负责制的实施范围。1995年，第一部教

育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了校长负责

制的具体内容，包括学校的教学及其他行政管理。而

在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则首次直接

确立了中小学校长负责制的法律地位。中小学校长

负责制试点工作已在天津等多地落地实施。［1］从以政

策形式发布到国家法律规定，再到各地试点实践，中

小学校长负责制的地位得到提升并进一步巩固。校

长作为校长负责制的核心可以校长能在学校工作中

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办好人民满意的社会

主义新时代教育，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高素质

人才。

校长负责制有效性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校长领导

力［2］，也是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关注的

重要领域之一。因为校长领导力能够帮助改善教师

教学和提高学生成绩，并通过学校提供强有力的教育

环境，培养能够为国家服务的高素质人才。［3］

所谓领导力，可视为一种影响过程，个人在其中

可以通过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以完成共同的任务。

领导力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权力关系，

在此种关系中，领导者的权力可促进追随者的行动。［4］

基于这些理解，校长领导力可以看作一种对学校的影

响过程，其影响的对象包括学校、教师和学生，具体表

现在学校的发展、教师的进步以及学生的培养上。在

这一过程中，校长及其他管理者合作完成共同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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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在这里，教师和学生视为校长的追随者，而校

长领导力则可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影响学生的培

养质量，由此可见，校长领导力的作用举足轻重。本

文利用 TALIS 2018上海调查数据，分析上海初中校长

的领导力水平，探索造成校长领导力差异的原因，以

期促进上海初中校长领导力的全面提升。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办的教师教

学 国 际 调 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简称 TALIS）是第一个通过问卷调查为教师

和校长提供发言权的国际调查，其调查的核心目标

人群为初中教师和校长，自 2008年起每 5年举办一

次。TALIS调查的内容包括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学

实践、工作评价、学校领导以及工作场所等。［5］

就校长领导力这一概念，不同理论有着不同的

分类，出现较多的类别有目标领导力、愿景领导力、

教学领导力以及支持性领导力等。［6］TALIS 2018调
查了校长在 9种领导力行为上的执行频率，执行的

相关角色包括学生、家长、教师以及其他学校的校

长。根据这些行为的执行对象，TALIS 2018中的 9
种校长领导力行为可进一步划分为四组子领导力

行为，即直接教学领导力、间接教学领导力、行政领

导力和系统领导力，如表 1所示。

表 1 TALIS 2018调查中 9种校长领导力行为

行为维度

直接教学领导力

间接教学领导力

行政领导力

系统领导力

校长领导力行为

我为本校制定了专业发展计划

我与教师一起解决课堂纪律问题

我采取行动支持教师间的合作来发展新的教学实践

我采取措施确保教师对提高其教学技能承担责任

我采取措施确保教师对其学生的学习结果有责任感

我解决学校课程表中出现的问题

我检查学校行政程序及报告

我与其他学校的校长合作开展挑战性的工作任务

我向家长或监护人提供有关学校和学生表现的信息

二、上海初中校长的校长领导力行为的

表现及影响因素

2018年，上海有 198名初中正职校长参与 TALIS

2018项目，他们的个人基本信息如表 2所示。［7］为了能

更好地反映全体上海初中校长的情况，本文中的分析

做了相应的加权处理。

表 2 参与 TALIS 2018的上海校长基本信息

女校长占比

本科学历占比

硕士学历占比

博士学历占比

校长的平均年龄

该校校长的平均担任年限

基本信息

44.5%
81.0%
17.8%
0.3%
50.7岁
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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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初中校长领导力概况

1. 上海初中校长具有专家型教学领导的特征

由表 3可知，上海初中校长在教学及行政领导力

行为上表现出较高的执行频率，尤其是有关间接教学

领导力的行为。具体来说，超九成的上海初中校长在

过去一年里经常或十分经常参与促进教师合作，确保

教师提高教学技能和提高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责任心

的活动，说明上海初中校长对学校教学工作相当关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仅有 23%的上海初中校长经常或十

分经常直接走进课堂与教师一起解决纪律问题。结

合这两组比例可知，上海初中校长进行教学领导的方

式并不是走进一线监督教师的教学，而更多的是通过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来实现，这与袁振国提出的校长

第一使命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相符。［8］

表 3 校长领导力行为频率分布（%）

制订发展计划

解决纪律问题

发展教学实践

提高教师技能

保持教师责任感

解决课程表问题

检查行政程序

校长合作

家校合作

从不/很少

0.0
29.1
0.0
0.4
0.0
15.7
2.1
4.9
5.0

有时

15.1
47.8
11.9
8.3
7.5
50.8
12.7
58.0
61.9

经常

64.0
15.2
62.5
63.7
63.6
27.2
63.0
30.8
28.8

十分经常

20.9
7.8
25.6
27.6
28.9
6.2
22.2
6.4
4.3

2. 上海初中校长在系统领导力行为上执行频

率较低

上海初中校长经常或十分经常出现系统领导

力行为的比例仅为 35%左右，相比于其他领导力行

为，上海初中校长在校长合作和家校合作方面的参

与率较低，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上海初中校长在

校长合作和家校合作上具有较低的意愿。事实上，

在校长合作方面，上海市鼓励校际合作，支持学校

配对并签署协议结成伙伴关系，配对学校的校长密

切合作，共商发展。［9］而在家校合作方面，有近七成

的上海初中校长相信，缺乏家长或监护人的支持会

对学校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10］可见，上海初中

校长在家校合作方面的意愿并不低，造成他们在家

校合作方面参与率低的可能原因有：①参与家校合

作的教师主要是班主任，校长几乎不会兼任班主

任。②家长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全国家庭教育

状况调查报告（2018）》显示，近一半的八年级学生

家长的学业参与程度处于低或较低水平。［11］

（二）上海初中校长在各类领导力行为上的

表现差异

TALIS 2018调查中有两种与直接教学领导力有

关的行为。分析显示，上海初中校长在这两种行为的

执行频率上呈现显著性差异，即校长参加制定学校专

业发展计划的频率要远高于其与教师一起解决课堂

纪律问题的频率。有学者指出，校长与教师一起解决

课堂纪律可能不仅会增加校长的负担，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教师的自主性。［9］上海初中校长在这两项活

动上的差异，可能与上海的“双名工程”有一定的联系。

“双名工程”是上海市教委为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校

长教师队伍，加快培养优秀校长教师，发挥骨干校长

教师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而启动的名校长名师培养工

程，校长及校长备选人在“双名工程”中配备教育学专

家进行指导授课。［12］作为“双名工程”的导师团专家，

袁振国认为，校长每天直接面对教师，教师直接面对

的才是学生，校长的工作主要应是促进教师的专业发

展，只有教师发展好，才能发展好学生。参加 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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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的上海初中校长，几乎都参与了该项培养工程，

这可能使校长们有意地减少了直接参与一线课堂的

频率，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的工作中。

在两项有关行政领导力的行为上，上海初中校

长也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即校长检查学校行政程序

及报告的频率远高于校长解决学校课程表中出现

的问题的频率。一般说来，在我国学校，解决学校

课程表中出现的问题等教学细节工作由教务处的

工作人员完成，几乎不会交给正职校长。校长在此

项工作的参与频率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初

中校长不必投入太多的精力在影响细微的工作上，

而能合理地安排行政工作，使得行政团队具有较高

的配合度。

（三）个人背景对校长领导力行为执行频率

的影响

上海校长的性别、工作经验和就职学校的属性对

校长领导力行为执行频率有显著性影响。卡方检验

显示，上海女性初中校长在间接教学领导力相关行为

上频率较男性初中校长更高，尤其是在提高教师技能

和保持教师责任感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事实上，在

20世纪 80年代，就有研究指出，女性校长比男性校长

更积极地发挥教学领导作用。［13］与男性校长相比，女

性校长更多地描述自己拥有两种能力：教学专业知识

及注意人际关系，这两种能力也是教学领导力所要求

的能力。与男性校长相比，女性校长的晋升通常较慢，

这使得女性校长拥有更长的教龄，教学专业知识和能

力也更高。校长在对其领导角色的反思也印证了这

一点，女性校长表示自己经常依赖教学经验和知识，

而男性校长则认为由于他们的教学专业知识有限，他

们更倾向于将改善教学和学习的任务留给其他人。

教学领导还需要一种额外的能力，那就是对关系的关

注，因为教学领导需要校长与教师之间保持良好的关

系。数据显示，相比于男性校长，女性校长在进行教

学领导时，更多地报告自己关注良好的同事关系和合

作。对人际关系关注的差异更多地源于女性的社会

风格，女性更愿意与他人培养情感关系，往往比男性

表现出更多的同理心，也更重视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14］

上海女性初中校长在处理课程表问题的频率上也显

著高于男性初中校长，这源于女性校长更倾向于采用

参与式和任务集中式的领导风格，因此女性校长更可

能参与类似解决课程表的问题等教学细节工作。［13］

根据校长成长阶段理论，本研究将校长分为三

组，校长经验不足 5年、5年到不足 10年及大于等于

10年，分别对应他们的适应期、称职期和成熟期。

一般认为，随着进入不同的成长期，校长领导力会

逐步提升，直接教学领导力水平会有所提高，参与

教学细节的工作频率也会提升。本研究发现，在制

定专业发展计划和解决学校课程表中出现的问题

上，经验不足 5年的校长的执行频率显著低于另两

组校长；而在与教师一起解决课堂纪律问题和采取

行动支持教师间合作发展新的教学实践上，经验不

足 5年的校长执行频率却显著更高。这可能与我国

校长选拔机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国的校长必须

从教师中选择，从教师岗位新晋升的校长更可能参

与与教学实践相关的领导工作。

根据校长就职的学校属性，可分为公办学校和

民办学校，这两类初中学校的校长在多项校长领导

力的执行频率上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有意思的是，

公办学校的校长会更多地推动教师合作和提高教

师技能，而民办学校的校长更希望教师为学生学习

结果负责。可能的原因是，上海民办初中学校的生

源大多是经过考试选拔的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这

促使民办学校校长必须关注学生成绩。［15］此外，民

办学校的校长也更多地为学校制订专业发展计划，

可能与民办学校校长具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有关。

同时，民办学校的校长还在校长合作和家校沟通上

具有显著更高的执行频率。这些差异都表明两类

学校校长对学校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侧重。

根据 9个校长领导力行为执行频率的高低，本

研究运用潜类别分析方法将上海初中校长划为四

类，如图 1所示。其中，第一类在各类行为上都具有

较高的执行频率；第二类在间接教学领导力行为执

行上与第一类的表现类似，而在其他各类行为上与

第三类的表现类似；第三类与第二类的差异是间接

领导力行为的执行频率；而第四类则在各类行为的

执行上皆呈现出最低频率。

分析显示，男女校长在上述四类校长的分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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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初中校长潜类别分析图

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工作经验及学校属性则在校长

子群的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显著关联性。具体来

说，在第一类校长中，校长经验在 5到 10年间的校

长的占比（18%）高出其他两组校长（6%和 9%）至少

两倍，而在第二类校长中，经验不足 5年的校长的比

例（28%）则显著高于另两组校长（17%和 13%）。这

表明，处于成熟期的校长平均领导力执行频率最

高。就校长所在学校的不同属性，在第一类校长

中，民办学校的校长占比（26%），要高出公办学校的

校长 3倍（8%）。

三、结论与启示

（一）上海初中校长教学领导力与系统领导

力行为执行频率水平不对称

上海初中校长教学领导力执行频率较高，特

别是间接教学领导力。数据显示，上海初中校长

经常 /十分经常执行间接教学领导力相关的三项行

为的比例均超过 85%，这表明上海初中校长既不

脱离一线教学，又较注重促进教师发展从而促进

学生的发展。另一方面，上海初中校长经常 /十分

经常执行系统领导力相关的两项行为的比例均低

于 40%，这表明上海初中校长在校长合作和家校

沟通方面参与率较低。与间接教学领导力数据比

较发现，上海初中校长教学领导力与系统领导力

行为执行频率水平极不对称。教育不能闭门造

车，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校长也应定期和同行以

及家长交流，加大校长合作和家校合作的力度，不

断促进自身领导力水平更加全面和对称。建议学

校主管机构安排校长交流活动，鼓励下属学校签

署校长合作备忘录，考虑将校长合作纳入校长考

核指标，从而促进校长沟通与合作。家校沟通涉

及学校和家长两个主体，校长不应将与家长沟通

视为班主任的任务，而应设立家长接待日，加大与

家长沟通频率，针对家长对家校沟通参与意识不

足的现象，学校也应安排专家讲座，培养家长的家

校合作意识。

（二）校长性别与经验对校长领导力行为执

行频率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女性校长由于在教学专业知识和培养人际关

系方面的能力更强，更积极地在教学领导方面发挥

作用，特别是间接教学领导力相关行为上频率较男

性初中校长更高。其原因除了以上两种能力，还包

括女性校长对人际关系更加关注。男性校长需要

注重教学专业知识的积累，应更加重视人际关系在

教学领导的作用。鉴于男女校长教学领导力现状，

建议校领导在进行分工时可以考虑性别差异，同时

男校长也应注意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人际交往

中的同理心，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校长经验而

言，在制定专业发展计划上，新任校长的执行频率

显著低于称职期和成熟期的校长，为了快速提升领

导力水平，新校长应注重与前辈交流，吸收前辈经

验。成熟期的校长平均领导力水平最高，要注意防

止校长职业后期的职业倦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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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属性性质显著影响校长领导力行

为执行频率水平

相比于公办学校校长，民办学校的校长更希望

教师对学生学习结果负责，因此民办学校的校长更

多地为学校制订专业发展计划。由于民办学校校

长具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民办学校校长更有可能

按照自己的想法为学校制订专业发展计划，这体现

了校长负责制。建议教育主管机构扩大公办学校

办学自主权，更好地落实校长负责制。民办学校校

长的平均领导力水平比公办学校校长高，特别是系

统领导力水平令人瞩目，民办学校校长更加重视校

长合作和家校沟通，公办学校校长可以向民办学校

校长学习如何落实校长合作和家校沟通。

（四）国际交流是校长提升系统领导力行为

执行频率的重要途径

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于提供有针对

性的优质教育至关重要。［16］在 OECD国家中，约 48%
的校长报告参加家校合作，特别在拉脱维亚、意大

利和丹麦，校长报告参加家校合作的频率均超过

70%。［9］在美国，全国性的家校合作组织（家长教师

协会）是推动家庭和学校相互合作发展的重要组

织。校长应重视国际交流，吸收国际同行提升系统

领导力行为执行频率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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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ur types of leadership，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nghai junior middle school principals show high levels in direct teaching
leadership， indirect teaching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however， the frequency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systematic leadership behavior of principals in Shanghai junior middle schools is very asymmetrical. The principal’s gender，work
experience and school attribute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correlation with their performance in various types of leadership .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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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of the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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