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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长成长与成功培训理论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市“十五”期间中小学领导干部培训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的一个理论成果。
    本书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教育创新”为主
题，立足北京，以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培训成果和经验为基础，系统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中小学校长培
训的理论、教科研成果和经验，并对培训实践进行理性思考和总结，探求培训规律，努力构建中小学
校长培训的理论体系，以促进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改革创新和持续发展。
    本书是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产物。中小学校长培训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
是一个实践问题，开展培训理论研究贵在实践探索。中小学校长培训实践是培训理论的源泉。北京市
从事校长培训工作的广大干部、教师，开展了中小学校长培训的教育科研，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
了积极探索，保证了中小学校长培训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原北京教育行政学院负责的“校长素质的研
究”是教育部“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普通学校管理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小学校长
培训规律和管理制度的研究”是原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中小学校长培训
质量评价研究”是原国家教委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在培训工作中提高校长政治素
质的研究”是北京市“八五”教科研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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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岗培训课程开发　中小学总务校长(主任)分岗培训13 中小学校长个性化培训　何为个性化培训　个
性化培训的实施过程　个性化培训的基本原则　培训部门在个性化培训中的作用14 中小学校长校本学
习与培训　中小学校长培训的回顾　中小学校长校本培训及其主要特点　中小学校长校本学习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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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校长论坛培训模式　分岗—分层—分类培训模式　个性化培训模式16 中小学干部
选拔、培养、使用与管理　选人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前提　培养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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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长培训效能评价的意义　中小学校长培训效能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方法18 中小学校长培训管理
制度创新　中小学校长培训需要创新的管理制度　中小学校长培训应建立高效的管理制度　中小学校
长培训管理制度创新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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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干部培训与教师培训政策的融通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市中小学领导干部1995年至2000年培训
规划》，中　　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1999年11月签发了《关于　　当前
做好中小学领导干部培训工作的通知》。为避免重复培训，该通知在学　　时上做了如下规定：①兼
课的校级干部，可以在完成不少于180学时的校长　　培训的前提下，其余课时可参加教师继续教育培
训；②已学完教师继续教育　　必修课“师德修养”和“教育法规”的校级干部，其培训课时可计人
校长培　　训的课时；③后备干部培训一般安排100课时左右，并可计人教师继续教育　　课时；④凡
参加小学自学考试的小学校级干部，选考科目必须包括《小学管　　理学》，全部考试合格，可免参
加“九五”期间校长的岗位培训或提高培训　　；⑤凡参加1995—2000年教管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
，成绩合格取得结业证　　书的校级干部，可计入220课时校长培训。　　“十五”干训工作目标　　
在“九五”期间重点突出干部学历教育的基础上，到“十五”初期，北　　京市小学具有大专学历的
校长达到90％，中学具有本科学历的校长达到80％　　，超过了国家和北京市关于中小学校长的学历
要求。所以，“十五”与“九　　五”规划有一个本质的变化就是在五年一轮的继续教育中，取消了
学历培训　　这个继续教育层次，参加学历培训的课时原则上也不计人继续教育课时。随　　着新世
纪对校长素质要求的提高，把提高干训质量列为重要内容，所以在培　　训层次方面，增加了培训者
培训和校长专业化培训的内容。　　制定宏观的培训指导计划　　在干部培训管理和宏观调控不断深
入的情况下，北京市普职成教干部培　　训中心制定了《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岗位资格培训指导性教学
计划》《北京市　　中小学校长提高培训指导性教学计划》《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培　　
训指导性教学计划》等六个教学计划，作为北京市“十五”期间中小学干部　　培训的指导性计划。
　　干训基地建设　　跟随时代的发展，北京市调整了培训格局，充分加大各区县的培训自主　　权
，市、区（县）两级干部培训基地软硬件建设也逐步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措施　　为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九五”规划》要求：必须建立一支以专为主　　、专兼结合的干训师资队伍，北京教育
学院干训专职教师应按50人定编；每　　个区县的干训专职教师不得少于6人，但在实际配置中根据需
要可以有所出　　入；全市成立了政治理论学科、教育学学科、心理学学科和管理学学科四大　　教
学研究组，定期安排学术研究、教学交流活动；全市干训教师5年内要完　　成360学时的继续教育学
习，由北京教育学院与高校联合安排有关课程的专　　题讲授。北京教育学院还要安排教管系骨干教
师到中小学挂职锻炼。　　培训者培训　　为提高培训者的教学能力和管理水平，1998年9月，北京市
在全国首创　　了“北京市中小学干训管理和教学骨干研修班”，参加培训的16名学员（每　　区县
一位）均是各区县的干训院校长、干训主任或骨干教师。学习内容为干　　训理论、学校咨询与诊断
和干训模式研究3个板块，累计360学时。被培训的　　学员在“九五”、“十五”期间各区县干训工
作中起到了中坚作用，2000年　　在上海召开的“干训经验交流会”上，该研修班的经验报告受到各
省市与会　　者的赞同，为北京乃至全国今后的培训者培训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干训基地建设
与评估　　为加强各区县干部培训基地建设，促进干部培训质量的提高。北京市委　　教育工作委员
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2002年12月签发了《关于加强北京市　　各区县教育领导干部培训基地建设
的意见》。该意见着重强调：各区县干训　　专职教师按4—8人定编，其学历须为本科（含）以上，
且有1／4为研究生学历　　，高级和中级职称的教师要分别达到50％和80％以上；硬件建设要有现代
装　　备的党校干训办公室、多媒体专用教室、远程教育设备等。对于训基地评估　　不合格者，将
停止所承担的任职资格培训。基地资质标准的出台，促进了各　　区县干训基地的建设。2003年11月
，北京市组织评估组对申报的17家区县干　　训基地进行了评估验收，达到了以查促建、以查促变的
目的。　　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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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不错，送货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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