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总
第407

期 
2019

·4B

学校的自主发展力来自哪里？

严必友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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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校事业发展主要有两种力量，一种是

来自外部的力量，如上级的要求、家长的愿望、社

会的期待与评价等；还有一种是来自内在的力量，

如学校优秀的传统、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文化、优

质的师资和课程等。我们发现，造成校际发展质

量差距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内在的自主发展力的差

距。因此，学校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统筹全局，

客观分析学校现状，增强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推动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自主发展力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不依靠

外力推动而靠内在自省、自觉、自发来促进自身发

展的能力，它能够引发、牵动其他多种能力的生成

与发展。对于学校来说，自主发展力是一种全方位

的综合能力，是学校充分挖掘、培育、利用校内外

教育资源，构建、优化管理系统和运行机制，激发

内在活力和动力，促进事业不断发展的能力。

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曾经说过，“哈佛的

成功主要是在形成一种明确办学理念的基础上，

有一套系统的制度和机制做保障，即使没有校长，

哈佛一样可以正常运转”。这充分说明了自主发

展力对学校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培育出强大

的自主发展力，才能充分整合、利用各种资源要

素，形成团队的凝聚力和发展力，推动学校的各项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自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系统不借助

外部指令，能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

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有序结构，它就是自组织

系统。一个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

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学校作为一个自组织

系统，有其内在的子系统及其各自的结构和运行

规则。学校应当在充分挖掘、提升各子系统运行

效能的基础上，打通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形成融

通、协调的大结构、大系统。因此，学校首先要做

好校内各条块工作的管理，优化过程和细节，提高

运行质量。同时，要加强部门协作，推动部门相互

配合，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效益。有些学校尽管各

种办学资源要素都非常优越，但办学质量和效益

并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就是学校没有形成有序

的结构和良好的运行系统所致。

学校的自主发展必须有强烈的意识和迫切的

愿望，既要描绘展示学校发展的美好愿景，激励感

召学校的每一个成员，还要清晰地看到自身发展

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通过对学校发展各种要素进

行全面、深刻的对比、分析，找准问题的关键和症

结，探寻改进的路径和方法。

学校的自主发展必须突出自主性，要激发、培

养每一个成员的主人翁意识和独立自主、团队协

作的意识和能力。无论是在学生的学习中、教师

的教学中，还是在日常管理中，都要强化目标引领

和规范约束，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

造性。只有注重培养人的自主性，才能激发出个

人和团队的创造性，形成强大的内驱力和发展力。

学校的自主发展应当注重系统性，这也是学

校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学校管理无论形式如何

变化，一定要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贯穿其中。它既

来自学校的办学思想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沉淀

下来的历史传统，又与学校的育人目标、客观条件

和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紧密相连。只有具备了系

统性，学校的自主发展才能不断积累，循序渐进。

培养、提升自主发展力已经成为学校的发展

共识和重要研究课题，我们热切期待着新的思想、

新的成果的涌现，从而为学校的优质发展奉献更

多的精彩样例和成功范式。

（严必友，南京市教学研究室主任，江苏省特

级教师，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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