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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学》

内容概要

《教育管理学》从管理的本质是实践这一公理出发，内容简练聚焦、推陈出新。专题一和专题二从宏
观视角“说其理，道其实”，呈现管理与教育管理思想发展的百年谱系和轨迹，全面展示教育办学体
制。投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及其趋势。专题三至专题六聚焦于学校
管理微观视角，重在“道其实，解其问”，从学校组织管理、学校教学管理、学校执行力管理和学校
文化管理四个角度，丰富展现了当代学校管理的最新发展战略和管理潮流。各专题体例包括问题导读
、正文、案例链接、关键案例后设立的案例论坛、拓展阅读，便于读者把握各专题的核心问题、结合
案例理解并掌握教育管理理论、进行延展性学习。
《教育管理学》内容精练、结构清晰、说理充分、案例丰富、实用有趣，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管理
及其相关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也适合教育管理学科的研究者、中小学教育教学的管理者和教
师以及各级各类教育行政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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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学》

书籍目录

专题一　教育管理理论 一、古典组织管理理论 (一)古典组织管理理论背景 (二)科学管理理论 (三)行政
管理理论 (四)科层管理理论 二、人际关系理论 (一)霍桑研究 (二)基本观点 (三)人际关系理论对教育管
理实践的影响 三、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一)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二)道格拉斯·麦格雷戈：“x理论
和y理论” (三)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 (四)克雷顿·奥尔德弗的“erg”理论 (五)麦克莱兰德的需
要理论 (六)史坦斯·亚当斯的公平理论 (七)维克托·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四、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一)
一般管理的复兴 (二)全面质量管理思想 (三)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五)教育领导
理论新发展 专题二　教育管理体制 一、教育办学体制 (一)教育办学体制的含义 (二)我国现行办学体制
(三)国外办学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四)我国办学体制的发展方向 二、教育投资体制 (一)教育投资体制的
含义 (二)我国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 (三)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与支出的基本结构 (四)西方国家的教育投资
体制 (五)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的趋势 三、教育行政体制 (一)教育行政体制的含义 (二)教育行政体制类型
(三)我国现行的教育行政体制 (四)教育行政体制改革趋势 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一)中小学校长负责
制 (二)教师聘任制 (三)岗位绩效工资制 (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趋势 专题三　学校组织管理 一、组
织及其理论发展 (一)组织定义与功能 (二)组织的类型 (三)组织理论的发展 二、学校组织性质 (一)学校
组织性质的判定 (二)学校组织性质判定的发展 三、学校组织结构与权力基础 (一)学校组织的权力 (二)
学校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 专题四　学校教学管理 一、教学内容管理 (一)教学内容的定义 (二)教学内容
管理体制 (三)我国课程管理体制改革 二、教学组织管理 (一)教学管理组织系统 (二)教学过程管理 (三)
教务行政 (四)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学管理 三、教学质量管理 (一)教学质量目标及标准 (二)教学质量管理
模式 (三)教学视导 (四)教学评价 专题五　学校执行力管理 一、学校战略执行力管理 (一)战略制订能力
管理 (二)目标分解能力管理 (三)任务完成能力管理 二、学校团队执行力管理 (一)校长执行力管理 (二)
中层执行力管理 (三)基层执行力管理 三、学校制度执行力管理 (一)建立合理机制 (二)编制和优化流程
(三)开发和利用执行工具 专题六　学校文化管理 一、学校文化解析 (一)学校文化的概念 (二)学校文化
类型 (三)学校文化发展阶段 二、学校文化结构 (一)学校文化结构说 (二)学校文化结构分析 (三)学校文
化体系 三、学校文化管理 (一)齐步走策略 (二)三人行策略 (三)四抓手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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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建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时要
切实做到公开透明，要把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责任与投入情况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并向
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各级财政、教育、物价、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安排使用、贫困学生界定、中小学收费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各级人民政府要改进和加强教育督导
工作，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教育综合改革，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通过齐抓共管
，真正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成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和阳光工程。20世纪80年代初
，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调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发挥地方政府投入的潜力，我国
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总体上是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县级
财政负责，以乡镇为主的体制。应当说，这一体制的建立对于缓解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激发地方活力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义务教育投入体制重心偏低，乡（镇）政府和居民家庭负担过重，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使义务教育的城乡、区域和校际的差距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全面免费义务教育的
实施尤其是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建立，对于规范政府责任、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减轻居民
负担、促进教育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4.初步建立教育经费监测评估体系是否建立一套科学的教育经
费投入信息收集与评价机制，定期对全国范围的教育经费投入总量、经费增长幅度、预算内教育经费
所占的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监测和评估，是一个国家教育投入
体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面提出了教育经费投入原则
的同时，规定要提高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并给出了具体指标。要对政府投入是
否到位、社会力量投入情况如何、居民教育负担轻重等问题进行科学的衡量就必须建立起科学的教育
经费监测评估体系。1994年7月3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该意
见提出：“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监控。从1994年开始，原国家教委会同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经费执行情况予以公布，加强社会监控。各级政府应定期向同级人民代
表大会专题报告教育预算执行情况，接受监督考核。”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教育经费年度需求
计划编制制度和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制度。两项制度的建立对于教育经费投人和分配机制的透明化
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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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学》

编辑推荐

《教育管理学》是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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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学》

精彩短评

1、还没时间看，不过纸张质量不错，目录显示内容应该也挺好，发货速度有待提高哈！
2、条理清楚，简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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