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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学校教学管理“抓手”的准确定位

◎董路红
摘要：学校管理工作的方式和途径关系到学校的整体发展方向和质量，关系到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素质形成。这就需要

学校领导者有较强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也需要领导者有效地管理抓手，在良好正确的管理“抓手”的支配下，实现学

校的精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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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这人有两把刷子”是形容人

能力很强，能在一定的领域有自己的才能

和技能。学校的发展也不例外，需要一名

优秀的管理者来带领。一名优秀的校长，

要有大局意识和管理才能，要有胸怀和气

度，要有准确的教育定位和教育方向，更

要有抓好教育的决心。所以，学校的校长

和领导层要从教育“抓手”方面下功夫，

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现状，促进校园文化

环境和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一、抓好教师队伍，促进持续发展

学校的事情千头万绪，但是无论多

少事情都是围绕学生的成长发展服务的，

也就是学校要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而

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教师的教育与

引导，所以，从侧面来看，学校的发展

还在于教师队伍的发展，教师的队伍发

展良好了，我们的教育发展才会良好，

才能实现学校教育的良性循环。为此，

学校的管理层要先在学校的教师队伍方

面做“抓手”。

学校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提升教师专

业化水平，才有可能促进学生的综合进步

和发展。为此，学校应重视提升教师的教

学水平，让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更

上一层楼。学校应组织教师参加各类培训

开拓视野，提高育人水平，实现教师的专

业化成长。学校还应邀请一些著名的教育

专家到学校进行教育讲座，让学校的教师

与专家进行交流和对接，让学校的教师学

习更优秀的教学思想和方法。甚至，还可

以让专家研究学校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

建设性的建议，促进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

当教师的教学方法改进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动力也就提升了，学校的持续发展指

日可待。

二、抓好管理方子，促进和谐发展

我们一直提倡“尊重差异”，这一点

用在管理方面也不例外。在学校管理中，

我们不少领导常常犯的一种错误就是，要

死盯着教师的发展错误看，只看教师的缺

点，不看教师的优点，这种形式的管理会

让教师失去教学的动力，影响教育的正面

发展。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每个人有自己的能力和亮点，唯有实施个

性化的管理方式，将每个人的优点放大，

我们的教育才会更加民主。为此，良好的

管理方式要建立在尊重教师差异的基础

上，学校管理层要尊重教师的发展差异，

要让每个教师的能力都有处施展，实施人

尽其才的管理方法。其次，领导层要善于

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学校管理层用人选

人的核心，管理层要尽力发现每个教师的

优点，结合教师的优点尽力让其施展才能，

让教师有用武之地。做到了人尽其才，自

然也就能够使人“悉尽其力”，如此，可

以促进学校教师形成积极向上的力量，促

进学校教育环境的蒸蒸日上。

三、抓好生命之线，实现智慧发展

有生命力的学校价值领导，必然将教

育的关注点转向关心学生成长。只有关注

学生的健康成长，才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和最终归宿，才能让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

活动过程。为此，良好的学校管理对策要

针对学生的发展，要实现学生的智慧发展

和健康发展。学校应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

和生命成长，关注每个学生的综合发展。

好的学校领导者和决策者必将全力以赴为

每个学生的健康发展深思熟虑，为每个孩

子的快乐成长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平台，

创设宽松、自主、温暖的成长氛围。在学

校管理中，领导者应支持教师进行更多的

教育活动，让教师放下内心的戒备，让他

们大胆进行教育创新。比如，成立学校的

各种社团，让具有更多爱好的学生都能参

与其中，让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努

力的方向；让学生参加更多的比赛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技能，

从而提升学生自信和发展动力。当学校给

予了孩子们更广阔的发展舞台，学生就像

一个个舞台演员，能将自己所知道和所了

解的知识展现出来，他们的心理素质和文

化才华都将得到更好地体现和提升。从而，

让每个学生吮吸着阳光雨露，焕发出生命

的活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有怎样的校长，

就有怎样的学校”。可见，学校管理者对

于学校发展的重要决定作用，在当今追求

学生综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追求高

质量的教育水平，我们更要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而作为学校的决策层

和领导层，要从自身的管理能力方面下功

夫，做好学校的各项“抓手”，从根本上

带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动力。面对各

种复杂的事务，唯有做好管理层的工作和

部署，才能为学校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现学校发展中的智慧，促进学生的综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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