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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校改进是学校成员自我反思和 提 升 的 过 程。在 这 一 过 程 中，校 长 的 领 导 力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用。校长的领导力有许多表现，理念是校长在学校改进中的重要领导力。但校长理念的形成有着不同的

认识基础，有的认识是正确的，有的认识是错误的。这就需要校长不断提升认识，以便形成正确的理念。校

长的理念不仅要正确地表达，还要落实在教育教学实践之中，这样才能体现校长 领 导 力 的 生 命 意 义。当 校

长将正确的理念与实际行动 融 为 一 体 的 时 候，就 会 在 实 践 中 产 生 领 导 力 的 升 华，为 学 生 创 造 更 多 的 成 长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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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科尔曼报告发表以来，中小学校对自我教育行动的持续反思，越来越清晰地反映在中小学校长、
大学研究者以及行政领导者对学校改进的关注与参与上。而校长在学校改进中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一要看学校改进是否是校长积极的有意识活动；其二要看校长在学校改进中如何提升领导力。在东

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与鞍山市铁东区教育局及其１０所学校组成的学校改进项目的合作研究中，我
们深刻地体会了校长的领导力在学校改进中的生命意义。本文是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管理专业的５位教

师及其所带的硕博研究生与鞍山市铁东区烈士山小学和湖南小学全体师生合作研究的切身感受。

一、校长在学校改进中的认识起点

在学校改进项目的研究中，先入耳目的是校长对学校改进的自我认识。有的校长将学校改进等于

出名师，认为如果不能出几个名师学校改进就没有什么成绩；有的校长将学校改进等于追求升学率，认

为如果升学率上不去学校改进就没有说服力；还有的校长将学校改进等于扩大学校规模，认为如果学校

规模不大就不能称之为强校。校长之所以对学校改进有着这样一些认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将学校改进等于出名师的认识是对教师整体水平的片面理解。教师是学校的重要资源，校长

既懂得教师队伍的强弱直接影响学生的质量，又懂得任何一所学校的教师队伍都不可能整齐划一的道

理。因而多有校长认为，如果在学校改进中能多出几个名师，也就能体现教师整体水平的提高，体现校

长在学校管理中的业绩。但这种认识和做法事实上是对“二八定律”（也称二八法则）的片面理解。２０
世纪末期，意大利学者巴莱多（Ｐａｒｅｄｏ）在调查取样中发现，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大部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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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流向了少数人手里，社会上２０％的人占有８０％的社会财富［１］。这种不平衡现象在生活中也存在。因

此，“二八定律”成了社会不平衡关系的简称。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现，使“二八定律”在管理领域得

到延伸。例如，领导者常将奖励的对象集中于组织中前２０％的人，以此期待组织效率的提高。因为领

导者要通过抓住前２０％的人的积极性来带动其他８０％的人实现组织的预期目标。但一个不可忽视的

事实是，这种做法只是肤浅地利用了“二八定律”揭示的社会不平衡现象，而未能理解和发现如何利用

“黄金搭配”在组织中扭转这种现象，也并未从寻找２０％与８０％的人的关系入手，解决组织中的种种不

平衡问题。正因为如此，将培养几个名师来代替教师整体水平的想法必然是对“二八定律”的误解。根

据木桶原理，教师的整体水平永远不能以几个名师为标志［２］。
其次，将学校改进等于追求升学率的认识是对学生质量的片面理解。如何衡量学生质量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一方面要在静态下看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要在动态下看学生全面发展的进

程。对一所学校而言，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永远不可能以最优秀的学生为标志，教育质量的高低也绝不

能仅对少 部 分 学 生 作 出 检 测。对 此，世 界 经 合 组 织（ＯＥＣＤ）在 国 际 学 生 评 估 项 目（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简称ＰＩＳＡ）中已经作了周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设计，不仅各种影响学

生质量的因素在评估中均有所考虑，而且也以大样本测试来关注更多学生的成长［３］。而部分校长目前

存在的以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成绩大小的认识，其实质还是源于对教育质量的片面理解。当然，这种认

识的形成不仅仅来源于校长个体的意识偏差，也是社会多因素影响的集成。就我国目前的考试制度而

言，升学率主要还是来自于对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检测，缺少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证，因而升学率高并

不能等于学校培养学生的质量高。但社会各方面长期存在的对升学率的片面理解，会对评价一所学校

的质量产生晕轮效应，进而导致学校再入误区，以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学生全面发展。校长如果不能对

这一问题正确认识，那么学校改进则会失去其真正的意义。因此，校长存在的对学校改进等于追求升学

率的认识必然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在小学，如果校长有这样的认识，也必然影响学校改进的效果。
第三，将学校改进等于扩大学校规模的认识是对学校强弱标准的片面理解。学校大小是一个形容

学校规模的数量概念，学校强弱是一个衡量学校内涵的质量概念，但二者在一定的组织资源影响下会得

以转化。而很多校长不顾二者的区别，简单地将二者等同或置换，片面地认为学校大就是质量好，学校

小就是质量差。但事实上，懂得管理的人对一个组织包括一所学校的发展规模是需要作出科学策划的，
因为早有人研究得出结论，组织的管理幅度越大，管理的关系越复杂，当然越需要较高的管理水平和较

充分的管理资源［４］。正因为如此，许多懂得这一规律的领导者都有意识地控制组织的发展规模，避免组

织幅度过大导致质量的滑坡。而校长之所以会片面地认为学校规模越大越好，一方面是源于管理理论

知识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是迫于我国教育制度的负面压力。我国一直以来对学校好与差的评价也不乏

对学校大与小的审视，而这种评价却常常忽视了大校与小校形成的历史原因，也就是忽视了各种资源对

学校发展的影响作用。因此，校长将学校办大等于将学校办强的认识正在阻碍着学校潜能的发挥，阻碍

着学生质量的提高。

二、理念是校长在学校改进中的重要领导力

校长在学校改进中的认识起点是校长领导力的重要表现，也对校长其他方面的领导力产生影响。
要使校长的领导力在学校改进中发挥作用，就需要化解校长在认识起点上对学校改进的障碍，以更好地

展现校长的领导力。校长的领导力包括理念、伦理、能力、气质等诸多方面。要使学校在改进中取得成

效，必须是理念在先的，校长对学校改进的认识说到底是校长理念的具体体现。理念虽然是校长意识的

表达，但它足以使校长及其学校成员倾听理念发出的声音，倾听这种声音的强弱，倾听这种声音的感召

精神［５］。所以，校长的理念是要大声讲出来的，是要经得住学生与教师审视的，是要被教育目的认同的。
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校长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很大的突破。显然，上述认识起点都是与彰显校

长理念的领导力相距甚远的，这就需要一种转化，对此我们在合作研究中做了很多的努力。
一是从校长的良好愿望向理念的正确表达转化。作为改进校的校长，办好学校是其内在的愿望，但

这种愿望不一定能通过理念恰当地表达出来。理念不能恰当地表达，也就无法使学校成员在理念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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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下得到精神上的渲染。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学的研究者和改进校的校长共同经历了反复的磋商和研

讨，从对学校问题诊断入手，通过分析学校实际情况，确定了学校理念，并以贴近儿童心灵的方式对理念

进行了表达，如烈士山小学选择了“尊重童心”的理念，湖南小学选择了“阳光教育”的理念。或许对一些

学校来说确立理念不是什么难题，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共同承担的改进校对理念的确立还处

于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学校改进才可谓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一件永恒的事情，一件动态发展的事情。
二是从理念的正确表达向理念的具体分解转化。学校理念的正确表达代替不了理念的践行，要践

行理念还需要将其具体分解到学校活动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难度的管理行动，难在一切要从儿童的身

心发展特点出发，难在要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作出具有远见的抉择。但我们在学校改进中克服了许多

困难，坚持了这种转化。例如，烈士山小学将“尊重童心”的理念落实到了校本课程建设、阳光体育活动、
科技活动、综合素质评价等方方面面，学校制度的改进也从张扬童心的视角设计组织结构、分配组织职

责，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学校环境的布置同样在充分关注学生童心志趣的基础上，力争为学生创建一个

备受尊重的氛围。
三是从理念的具体化向行动的落实转化。理念的具体化是从理念步入行动的桥梁，有了桥梁还需

要实际行动对理念的落实。当改进校将学校理念具体化到学校各项工作之后，在行动中如何体现理念

仍然是校长时刻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例如，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国学受到许多学校的青睐，但如何

将国学的博大精深融会贯通到儿童的内心世界是对践行尊重童心理念的一种考验。因为很多学校都以

让儿童背古诗的形式简单地实施国学教育，结果是儿童背得越多负担越重，久而久之，则失去了对学习

国学的兴趣。因此，要尊重童心，就要为儿童创设一种他们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使他们在愉快的精神

状态下自觉地产生学习国学的兴趣。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改进校对国学课程内容的选择采取了“做减

法”的思维方式，不是让儿童背得越多越好，而是让儿童对学习内容理解得越透越好。

三、校长的领导力在学校改进中的生命意义体现

校长的理念在学校改进中若能得以具体化并落实在行动中，校长的领导力则会源源不断地发挥应

有的作用，体现领导力的生命意义。这种意义在于校长的领导力能在学校改进中富于情感，可以呼吸，
感染他人。

其一，校长的领导力是富于情感的。校长领导力的情感性体现在校长的人格魅力之中，可以通过校

长精心策划的点点滴滴给予学校成员各种温馨的感受，取得学校成员的更多信任。以湖南小学的校园

文化建设为例，校长在其细腻的物质环境设计中充分展示了“阳光教育”理念的内涵。这所小学条件并

不好，较远的室外厕所，较小的图书室，较窄的走廊，这些都给师生带来学习与生活的诸多不便。但校长

通过精心的设计，使已有的设施增加了许多人文气息。例如，给室外厕所增加了一块遮风帘，方便了师

生的如厕需求；在班级教室后侧增加了图书墙，扩大了学生学习交流的空间；将走廊的凹陷处设置了一

排洗手池，为师生提供了方便的卫生环境。校长的行动或许不会被师生更深刻地领悟，但他们却可以感

受到学校如家的温馨，在这种温馨自然的环境中，教师和学生也会增添一些快乐。
其二，校长的领导力是可以呼吸的。校长领导力的呼吸性是指校长通过领导力的发挥达到与其他

主体之间的吐故纳新功能。校长可以在与教师、学生、其他学校、校外专业人员、社区组织、行政领导等

多种主体的交流中，吸收外界的新鲜空气，吐出自身的二氧化碳，促进学校生命的成长。因为无论是校

内还是校外，每一个主体都具有生命力，都可以在与其他主体的交往中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取长补短、
共同成长。这一点是在学校改进过程中逐渐被认识的，并使改进校在提升呼吸能力的过程中逐渐提升

了自身的生命力。原本对自我研究能力缺乏自信的两所普通小学，在合作研究中不断提升自我主动性，
由开始研究时的不知所措，到主动向大学研究者提出各种希望帮助解答的难题，充分展示了一所普通小

学不平凡的思维样态，展示了一所作为生命体的学校的成长阅历。也正是在这种交流互动之中，不仅两

所普通小学提高了研究能力，也使大学的研究者对教育实践有了新的认识。因为二者都在相互交流之

中不断输入来自于理论与实践的新鲜血液，补充自身的不足与缺失，提高自我生存的能力。
其三，校长的领导力是可以感染他人的。校长领导力的感染性是指校长在其理念指导下的行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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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员所具有的积极影响作用。校长对师生的尊重信任会促进师生间的诚实守信，校长对教育事业

的心旷神怡会引导师生善教乐学，校长对学校管理的聪明才智会启迪师生勤奋创新。这意味着校长需

要在理念、伦理、能力、气质等多方面提升自身的领导力，特别是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民主法

治、积极向上、乐观智慧的领导风格和在其影响下的学校氛围积淀是极其重要的。国外许多著名教育家

型校长都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他们将学校塑造成学生学习的乐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

学校的热爱。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学校成为学生学习乐园的风格特点是有区别的。例如，芬兰的罗

素高中是一所不分年级的学校，学生只要修够了学分即可毕业。弹性学制和不分年级使学生的自我需

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和尊重，但这样的学校制度是有着与之相配的“顾问体系”的，通过专职顾问和辅导

教师，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心理、人际交往和职业选择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校长将学校成功的

秘诀归于教师，因为校长认为教师是最爱学习的，学校没有不合格的教师［６］２－３。而美国的阿密斯塔特

学园，一所特许初中，却坚持对学生严格要求，坚持在晨会上实施“道歉认错”和“褒奖赏识”教育，不过分

看重孩子的自尊和课堂上的“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学术性课程，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因为这所

学校的学生入学时的平均成绩很低。教导主任将学校成功的秘诀归于校长，因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与其

他学校的校长所不同的是支持教师延长工作时间，而教师的勤奋学习以身示范又会感染学生［６］２５８－２５９。
这两所学校的教学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充分体现了校长对教师的充分信任，而这种充分信任他人的人格

魅力又对师生起到了浓烈的感染作用。烈士山小学和湖南小学既不同于罗素高中，也不同于阿密斯塔

特学园，她们是两所普通的小学，但在理念的引领下所分别采取的乐学题库建设、１００种游戏校本课程

建设等，正在感染着学生将学习的视角触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四、校长的领导力在学校改进中的升华

校长的领导力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与各种有悖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片面认识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行动

的博弈中不断升华的。当校长将学校改进作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时，就会随时迸发出许多火花儿，带
给学校更多的生命活力，为师生创造出更多的成长机会。在合作研究中，校长领导力的升华反映在许多

方面。
第一，让学校成为学生学习的乐园。学习本来是儿童的天性，是一件能使他们感到快乐的事情。但

当一定的主体有意识地办起学校，使学校作为培养人或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时，学校管理便增添了许多

复杂性。校长的素质、教师的素质、课程的设置、学校的环境、校内的制度等，都无不对儿童产生影响。
又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难免给儿童天性的发展带来各种冲击，甚至可能使他们的天性受

到扭曲。因此，校长便自然而然地承担着协调各种关系，为儿童创设优越的学习环境的重任。这就要求

校长能通过领导力的发挥，使学校成为吸引儿童进入其中的乐园，在这里能发展他们的天性，使他们能

享受到学习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关于这一点，参与合作研究学校的校长也是在学校改进的过程中，逐
渐得以认识和实践的。湖南小学在其提出的“四个１００”德育模式中，做１００种游戏是其体现寓教于乐

理念的闪光点。游戏不仅是训练儿童体能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儿童合作精神、发展儿童智力的有效途

径。湖南小学在提出这一想法的基础上，组织教师讨论其重要性，指派专门教师搜集各种游戏，将游戏

按照发展儿童各种必备素质的需要，分年级、分类型进行设计，使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游戏都能在发展

儿童综合素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有计划地设计游戏和随机性地让儿童做游戏会收到完全不同的效

果。有计划地设计游戏可以考虑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可以为儿童提供安全的游戏环境，可以通过游戏

反思教育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检测游戏是否能使儿童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第二，为学生提供平等展示自己的机会。能否让学生有平等展示自己的机会是对教育质量内涵能

否正确理解的关键。办学校就要对学校中的每一个学生负责，使他们能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不断提升

自己。这意味着，学校提供给学生成长的机会应当是公正的，学生在学校中的受教育过程应当是公平

的，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应当是公平的。这就要求学校无论是教育资源的配置，还是教育机制的提供和运

行，都要面向每一个学生，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负责任。但这样一种认识要落实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中仍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会在课堂内外各种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体现出来，诸如课堂上学生发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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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多少，运动会上学生参与机会的多少，艺术节上学生表现机会的多少等，都是衡量一所学校能否为

学生平等提供展示机会的途径。艺术节可能是许多学校都有的校内节日，但举办艺术节的理念会有所

不同，举办的方式会有所不同。湖南小学也有这一节日，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由于举办这一节日的理

念发生了变化，所以举办艺术节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学校通过美术作品展览、文艺节目汇演等形式，
使全校师生和家长都倾心参与节日盛会，许多学生的个人作品被陈列在学校设计的专门场景之中供师

生和家长欣赏，全体学生都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尽管有人认为他们的作品并不精致，他
们的演出并不专业，但从每一个学生绽放的天真浪漫的笑脸上使我们感到了艺术节的成功，因为每一个

学生的平等参与才是举办艺术节的真正目的。
第三，为学生创设认识和提升自己的空间。学生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细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

要在教师的主导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教学活动，还需要使学生有自我认识和提升的空间，
通过内外互动，使外在的教育教学目的转化成学生自觉自愿的行动。要做到这一点，有效利用评价机制、
发挥评价的引导性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在合作研究中，烈士山小学正在尝试对评价手段的改进。这所学

校的教师研制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而其中的写实性

道德评价环节就是为学生认识和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而创设的。在这一环节，学生要将自己做过的好事

用简短的文字进行记录和评价，以此作为获得道德评价得分的依据。如果学生对自己的评价与教师和同

学的评价吻合，还可以获得真实正确评价自己的加分，使其自我认识得以准确定位。这一过程如果能够坚

持，就会不断强化学生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并促使其道德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学生对其所做的好事及时准

确的记录过程，也是对自己所取得成绩的享受过程，这种享受是具有激励意义的。通过激励，学生不仅能

提高道德认识水平，还能逐渐地将认识转化成自觉行动，进而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所以，为学生创设正

确认识和提升自己的空间是校长发挥领导力的重要归宿，一切外在的教育环境如果不转化成学生自我教

育的内在动力，都不会产生期待的效果。显然，校长领导力的提升是无止境的。

［参 考 文 献］

［１］什么是二八定律［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０１－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ｅｎｍｅｓｈｉ．ｃｏ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０１３０２３０７１３．ｈｔｍｌ．
［２］什么是木桶原理［ＥＢ／ＯＬ］．［２００７－０８－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ｅｎｍｅｓｈｉ．ｃｏ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０８０７１８４０１４．ｈｔｍｌ．
［３］王蕾．教育评价探新［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４－５．
［４］李冀．教育管理辞典［Ｍ］．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９．
［５］杨颖秀．提高质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１３８－１３９．
［６］周成平．外国著名学校的管理特色［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ＹＡＮＧ　Ｙｉｎｇ－ｘｉｕ１，ＨＵ　Ｓｈｕ－ｂｏ２，ＣＨＥＮ　Ｗｅｉ－ｈｏ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２．Ｌｉｅｓｈｉｓｈ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１１４０００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

３．Ｈｕｎ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１１４０００Ａｎ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ｃｈｏｏ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ｓ，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ｓｏｍｅ　ａｒｅ　ｎｏｔ．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ｍ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ｄｅａｓ．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ｄｅａ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ｒｉｇｈｔｌ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ｄｅ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ｉｔ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ｃｈｏｏ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责任编辑：何宏俭］

·６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