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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358.htm 一、学校管理概述学

校管理是学校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学校管理者在一定

社会环境条件下，遵循教育规律，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

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校内外的资源和条件，有效

实现学校工作目标而进行的一种组织活动。学校管理是以学

校作为管理对象的活动，其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活动内容

以及方式都要受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学校本身所具有的

功能的影响，学校管理者必须根据学校所处社会的需要以及

本身功能上的特点去管理学校。因此学校管理会有时代、民

族和国家的区别，同时也会和其他领域的管理有区别。学校

管理同其他领域的管理一样，也是由管理者、管理手段和管

理对象三个基本因素组成的。学校的管理者主要是指学校的

正副校长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员。学校的教职员工在

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学校的管理者，他们在校长的领导

下，共同参与管理学校。学校的管理手段主要包括学校的组

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学校的组织机构是根据组织原理和工作

需要建立起来的，中小学校的管理机构一般设有教导处、总

务处、办公室等，教育、教学组织设教研室、年级组、教育

科学研究室等。规章制度是学校管理保持内部和谐、稳定和

步调一致所必需的行为规范、规定。学校的组织机构和规章

制度是学校决策、计划、组织、控制、领导和创新的必要保

证。学校的管理对象是指学校的人、财、物、事（工作）、

信息、时间和空间等，他们是学校管理活动的客体或被管理



者。二、沟通是学校管理的基本途径（一）沟通的内涵沟通

是信息在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交换的过程。在一所学校

中，各种事务的决策、计划、组织、控制、领导和创新要能

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沟通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可以这样认为

，学校目标的实现、学校气氛的营建、职权职责的明晰以及

学校效能的发挥等几乎都取决于组织的沟通，因此，沟通在

管理活动中应占有中心地位。一个完整的沟通过程应当是这

样的：当发送者产生传递信息的需要时，他必须首先确定信

息的内容，即确定自己的思想；然后对思想进行编码，即根

据所选择的传递媒介要求，把思想转换成言语、文字或其他

信号；经过编码的信息进入传递通道，由信息载体（声频、

视频、光电信号、公文信函、人员等等）将其发送到接收者

；接收者感知到信息的到达，并对之进行解码和领会；最后

，接收者对信息的理解又反传给发送者，亦即发送者得到了

对他所传递的信息的反应，这就是反馈。只有当接收者得到

并理解了信息的内容时，沟通才算实现。只要在沟通过程中

的任何一个环节上遇到干扰，使信息传递受阻或造成差错，

就算不上沟通。（二）沟通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1．信息传递

这是沟通的最直接的目的，所有其他目的都是通过达到这一

目的才得以实现的。沟通把信息载向学校系统的上下左右，

使学校成为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权责明确，运行有序

的系统。2．控制学校对其下属的机构以及全体师生实施统一

的指挥和协调，离不开沟通渠道。学校的机构系统实际上就

是正式的沟通渠道，上级的指令通过它层层下达，下级的情

况通过它层层上报，学校通过这一机构系统可以达到有效的

控制。3．激励在学校中，沟通是一种激励的工具。及时的工



作领导，对工作绩效的评估的肯定，奖励出色的行为，对下

属提供培训深造的机会等，这些沟通方式都是为了达到激励

的目的。4．情感交流沟通可以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通

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沟通渠道，人们彼此之间交流情感，交

换对于学校内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有助于提高个人的参与感

、满意感。（三）学校管理中沟通的两种形式1．正式沟通正

式沟通是指按照学校机构设置的渠道所进行的信息传递。一

般可以分为下行、上行、平行、斜向几种渠道。下行沟通是

学校组织机构自上而下的命令、指示、审批、拒绝、批复、

批转等；上行沟通是学校组织机构自下而上的请示、汇报、

申请、建议、请求、申诉等；平行沟通是同级机构间的交流

、协商；斜向沟通是不同级别机构之间的联络、协调。2．非

正式沟通非正式沟通是指在正式沟通之外的信息传递，一般

有三种渠道，即个人之间的自发交往、非正式的接触或聚会

、社会传闻（即小道消息）。非正式沟通是普遍存在的社会

现象，这类沟通具有两面性。从积极方面说可以作为正式沟

通渠道的补充，缓解组织内部出现的某些紧张关系，并作为

试探性的信息发布和收集反馈的渠道。但是其消极作用也是

不容忽视的，比如信息的误传、误导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以及

虚假信息、不良信息所引起的误会和是非争端，还有别有用

心的人利用这类渠道散布谣言等，都会对学校管理产生或大

或小的消蚀作用。（四）学校管理中沟通的三类障碍1．主观

方面的障碍这是指信息的发送者或接收者（沟通行为的主体

）由于个性或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而对信息沟通产生影响。

这些主观方面的原因一般有：学识、个性、知觉选择性等。

行为主体的学识、经验常常会影响和制约信息编码、译码的



准确度，如文件起草的水平常因学识和经验的不同而有高低

之别；同一信息对不同的接收者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意义，

如对同一个管理要求，有人会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有人则

会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主体的知觉选择性则会对沟通的质

量起直接的作用，因为人们往往是以自己的信念、态度、价

值观为标尺来筛选信息，接受那些符合自己期望的信息，忽

视甚至拒绝那些不熟悉、不喜欢的信息。如教师往往对商业

信息不感兴趣，某些领导对下边的批评性信息经常会忽视或

者排斥，这就是知觉选择性的表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