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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校长信任度要理顺五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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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长信任度是影响校长与学校教职工合作共事的一个重要的关 系维度
。

当前
,

在一些学校里教职工对校长 的

信任成 了稀缺资源
,

以致严重阻碍了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行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

调查表明
,

校长自身的素质是影响校长信任度

最根本的 因素
。

要赢得教职工的信任
,

校长必须努力改变 自己在教职工心 目中的形象
,

特别要注意理顺
“

权力运用与 以德服

人
”

等五种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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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校长信任度
,

主要是指学校成员对校长的

决议
、

承诺和其他言行相信或信赖的程度
。 「
更准

确地说
,

校长信任度是指校长
“

被信任
”

的程度
。

校

长信任度是影响校长与学校教职工合作共事的一

个重要的关系维度
。

每一个学校成员都希望有一

个可信任的校长
,

每一个校长也希望 自己在师生员

工中有较高的信任度
,

然而实际上并非都能如愿以

偿
。

当前
,

在一些学校教职工与校长的各种矛盾比

较突出
,

信任成了稀缺资源
,

有的甚至存在信任危

机
,

教职工压根儿不信任校长
,

而校长也不相信教

职工
,

以致严重阻碍了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行和教育

事业的发展
,

也使校长自身的前程蒙上阴影
。

影响校长信任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而校长自

身的素质是最根本的因素
。 「〕
据笔者的一些调查

,

教职工对校长不信任
,

主要是对校长的工作与素质

不满意
。

如一些教职工认为 在权力运用上
,

校长

滥用职权的多
,

以德服人的少 在利益分配上
,

校长

对 自我利益考虑得多
,

对教职工方面考虑得少 在

管理制度上
,

校长
“

管
、

卡
、

压
”

的多
,

对教职工尊重
、

关怀的少 在决策方式上
,

校长独断专行的多
,

民主

决策的少 在工作作风上
,

校长言不由衷的多
,

真抓

实干的少
。

由于有了这些不信任的看法
,

一些教职

工于是对校长在情绪上强烈抵触
,

在工作上
“

消极

反抗
” ,

工作热情消失
,

职业倦怠频生
,

常以冷漠
、

否

定的态度看待学校工作
,

对校长充满批判性
。

实践

证明
,

要赢得教职工的信任
,

校长必须努力改变自

己在教职工心 目中的形象
,

特别要注意理顺五种关

系
。

一
、

理顺权力运用与以德服人的关系

毋庸置疑
,

作为一校之长
,

校长需要拥有并运

用一定的职权
,

这对于增强 自己的领导力
,

保证组

织 目标的统一是极其重要的
。

没有职权或因某种

原因不能运用职权
,

校长的权力性影响力便不复存

在
,

也就不能形成较高的校长信任度
。 「习
但是

,

如果

一位校长把领导的权力看得过重而忽视了以德服

人
、

以情感人
,

他与教职工的信任关系也难以维

继
。

校长信任度高是校长正确使用权力并发挥主

导作用
,

运用个人的智慧
、

才能
、

人格等使学校组织

成员信服并 自愿接受其控制的结果
。

在学校管理

过程中
,

一切以管理者的品德
、

人格为基础
。

如果

校长不是通过提升 自己的品德
、

人格来提升自己的

信任度
,

而是靠结党营私
、

拉帮结派等一些不恰当

的手段来保持领导地位
,

结果反而会降低自己在学

校成员心 目中的形象
。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

校长更要有正确的权力观念
,

要始终把校长职位看

作为人民服务的岗位
,

要用权得当
,

廉洁自律
,

克己

奉公 不要滥用职权
,

以权谋私
,

以势压人
。

否则
,

校长必然脱离群众
、

失信于民
。

二
、

理顺制度变革性与稳定性的关系

在当今改革开放
、

竞争激烈的情势下
,

一个校

长要领导全校职工取得好的办学效益
,

就必须锐意

进取
、

勇于创新
,

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
,

否则难以拓

展学校新的局面
、

办出特色学校
。

但是
,

在变革的

同时也必须顾及制度的稳定性
、

连续性
,

特别是关

系到教职工切身利益的一些制度条款
,

不能朝令夕

改
。

过度频繁的改变会丧失其信度和效度
,

使人们

感到无所适从和缺乏安全感
,

这也有损校长信任度

的提升
。

利益是影响人际关系最深刻的因素
,

利益

分配的合理度最直接地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

度
。

校长信任度的高低最终要视校长的办学行为

与效果是否符合人们的利益
。

因此
,

学校改革必须

充分顾及群众的感受
,

不要每改革一次
,

群众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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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利益又被削减一次
。

更重要的是
,

无论何时学校

改革都必须遵循育人的规律与特点 对教师评价
、

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应慎之又慎
,

不能急功近

利
,

更不能有过多的领导者私利
。

就当前来说
,

建

立科学合理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
,

保持稳定持久的

管理政策
,

更有利于教职工积极性
、

创造性的发挥
。

三
、

理顺制度管理与人文关怀的关系

一方面
,

为保证学校工作有序开展
、

顺利实现

育人 目标
,

学校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是极其必要

的
。

制度是要求集体成员必须遵守的
、

按程序办

事的规则
,

科学合理的制度对保证学校工作正常

运转起着关键作用
,

是完成学校组织 目标的基本

保证
。

另一方面
,

在群体和组织之中
,

都是以领导

者为中心同有关人员发生现实的人际关系
。

学校

管理的核心是人
,

而需要是人的一切积极性的源

泉
。

学校教职工既有物质需要
,

也有精神和情感

需要 有些需要是共有的
,

有些需要是特有的
。

因

此
,

校长必须注重对学校每个成员 的情感关怀
,

要

真正尊重教职工的价值与尊严
,

尽力 因人因时地

满足他们的合理需要
,

激励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劳

动
,

并为他们的专业发展和 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断

创造条件
。 日〕

其实
,

对教职工的人文关怀并不必然与学校制

度管理相对立
,

努力寻找制度化与人性化管理的衔

接点
,

使制度管理与人性化管理达到和谐统一
,

是

校长重要的管理智慧
。 「〕

四
、

理顺校长负责与民主管理的关系

学校领导体制改革后
,

校长的权力得到加强
,

这对于提高领导和管理效率是必要的
。

按照科学

管理的组织原则
,

在一所学校里
,

无人决策或是多

头决策
,

无人组织指挥或多头组织指挥
,

都会造成

管理的混乱
。

但是
,

校长负责制不是校长一人说了

算
。 「
对于学校来说

,

实行管理民主是办好学校的

重要方式
。

学校教职工既是管理的客体
,

更是管理

的主体
。

发动教职工参与管理
,

献计献策
,

有利于

增强他们对学校工作的认同感
,

发挥他们的创造潜

能和主人翁精神
,

也有利于增强校长与教职工之间

的相互信任
、

支持
。

尤其是在当今时代
,

教职工的

主体性 日益增强
,

对学校民主管理有了更高的要

求
,

赋予教职工的知情权
、

参与权更为重要
。

而且
,

这种民主管理应该是实质的而不是形式的
。

特别

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

如在课程改革
、

学科建设
、

教

学安排
、

学生管理
、

教师评聘
、

绩效工资分配等的决

策和管理上
,

都应该与教师协商
。

重视民主管理决

非否定校长在学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而是要求

校长对教师更多地充当沟通者
、

整合者
、

激励者的

角色
,

而不是指令者
、

监督者
、

惩罚者的角色
。

五
、

理顺理论学习与实践垂范的关系

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垂范的统一是校长成长
、

取得高信任度的基本途径
。

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包

括两个方面 一是校长 自身要坚持理论学习
,

并将

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相结合 二是校长组织学校成

员 的理论学习要适当
,

而且 自己要率先垂范
。

首

先
,

校长自己必须重视对政治理论
、

领导科学理论

等的学习
,

并积极地把学得的理论用于学校管理实

践
,

要学以致用
,

真抓实干
。

一个校长的信任度不

是一经建立就永远不变的
,

不同时期人们对校长的

期望是不同的
。

因此
,

校长想要长久地保持高的信

任度
,

就要不断加强学习
,

其中包括对新理论的学

习
,

对群众期望的深人了解 同时还要勇于实践
,

要

在领导活动中充分发挥 自己的管理专长与才华
,

切

实搞好学校工作
。

其次
,

学校组织教职工进行理论

学习虽然是必要的
,

但也不能过多过滥
。

不要把开

会的多少视为政绩的指标
,

把组织理论学习作为唯

一的管理之道
。

更重要的是
,

在会上要求教职工做

到的
,

校长首先自己要做到
。 “

说一千
,

道一万
,

不如

干出来看一看
” 。

校长要在管理实践中带领教职工

干实事
,

干好事
,

干出大家看得见的成绩来
,

这样才

对广大教职工的心有
“

征服力
” 。

总之
,

在新时期的学校管理中
,

校长信任度需

要用心经营与管理
,

而且这种经营与管理主要是校

长的自我经营与管理
。

可 以说
,

校长本人操握着校

长信任度的升降之阀
,

从而也操握着学校与校长自

身的命运之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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