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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校长教学领导力影响因素的口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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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校长教学领导力是学校教学改革突破的关键&对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没有将性别视角考虑到其中&

对女校长的教学领导力没有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处于边缘山区的女校长而言&其教学领导力的形成尤其自己特殊的历程和影

响因素&一般的校长教学领导力理论不能说明这些特殊的女校长的教学领导力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以口述史研究方法&分

析了一位农村中学女校长的职业与生活经历&对影响其教学领导力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作为一名农村的女教师&在其成

长为校长的过程中&有诸多制约因素&如何克服这些因素&是农村女校长教学领导力突破瓶颈制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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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甘肃省某农村的女教学校长为研究对

象&她是该农村地区唯一的一名女校长&研究对象具

有典型性&笔者对她的教学领导力形成的口述与叙

事中&发现其教学领导力形成的特殊过程&对这些口

述资料进行分析&试图探讨影响她教学领导力形成

的因素)

#二$研究方法

#FEV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教

授在该校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第一次使用了"口

述史#这个概念)这是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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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研究方法将人们的口述信息作为历史素材&

强调的是"素材&与把握历史的真实性直接相关)对

女校长的教学领导力形成过程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研

究对象对其成长历史的口述&在此基础上了解研究

对象的成长发展历史&发现农村女校长成长的艰辛&

建构女校长生命成长的意义)在具体运用口述史方

法中&研究者遵循口述史研究是"对话之旅#的特征&

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双向的交流&在这个

过程中&双方同时经历着自我学习(自我了解(自我

分析和自我转变的过程&让研究对象对自己的成长

之路做一番检视和反观)研究者的角色不是以"局

外人#的身份单纯的去"猎取#所需要的资料&而是以

"参与性行动者#的身份与研究对象"同呼吸&共命

运#)

在具体运用口述史的方法中&笔者以访谈和参

与式观察为主要收集口述资料&通过对该女校长的

深入访谈$论文中以
C

校长来代替%&了解其成长与

发展的"历史#&唤醒其对自身教学领导力形成过程

的建构&从中分析影响她的教学领导力发展的因素!

二"口述凭证与访谈结果

#一$口述凭证***

C

校长的经历

C

校长'女&回族&

%$

岁&师专毕业就分配到当

地的一所农村小学任数学老师&由于教学成绩出色&

随即调到当地的中学任教&自此她便一直在这所学

校教学&可以说她见证了这所学校的兴衰&这所学校

也印证了她的发展)

口述整理'我从小在农村生活!养成了我踏实-

吃苦学习的性格!在小学和中学都很认真的学习!很

顺利的上了师范!当时的师范不像现在的师范学校!

那时候还真是要求有真才实学才能进去!师范学习

让我养成了爱看书的兴趣!这个兴趣对我以后的教

学很有帮助!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到了该中学旁边的

一所小学)刚毕业自己也有很高的职业热情!不到

一年!由于教学能力不错就被调到了该中学!从那时

起我就一直在这所学校!所以说我和这所学校真的

是休戚与共的关系)到中学任教!我就担任班主任!

教数学!真的很感谢班主任这段经历!让我觉得自己

才真正的作为了一名教师)因为可以和学生们经常

在一起!那种感觉是很幸福的!以至于现在我和学生

们的关系很好)当班主任的时候我经常会琢磨一些

改进教学的策略!不过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效

果)我带的班级一直是学校的前面的!因此!校长就

让我在担任班主任的同时担任教研组长)可以说!

在教研组长的工作中!我才开始认真的研究教学了)

由于自己的认真与努力!我又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导

主任!担任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当教导主任的时

候是压力比较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年轻!而且是一个

女性!别人都不认可我!说我是凭关系当上教导主任

的)为了赢得老师们的信任!我必须在能力上不能

让他们看不起)当时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留存率很

低!三年就换一批!我当时就认真总结了一套留住青

年教师的策略!这套策略被校长看好!也让老师们真

正的认可我的教学领导能力)教导主任工作后!我

就自然上升为学校的教学校长!全面领导学校的教

学工作!对学校的教学改革尽心尽力)由于学校课

堂教学效果不好!我就研究怎样在课堂教学改革这

块做点事情!总结了一套高效课堂建构的策略!并鼓

励老师们去实施 !结果还是不错的)连续好几年!

我们学校都被评为先进中学)学校的生源一直增

长!家长和社会上的人都很看好我们学校!县教育局

的都来我们学校采访!其他学校也来参观!学习我们

学校的教学经验!这也是我比较自豪的)但是!从去

年!学校的整体质量开始下滑了!从生源上就可以看

到了)因为前任校长退休了!新任的校长的管理理

念与方式!我不能接受!不能说他的管理方式不好!

但是我就是不能理解!我既要处理教学中的事!还有

做些和教学无关的事!这些事我觉得就是白白浪费

时间的)学校的管理更加严格了!一套套制度让我

也无从自由的进行教学改革!教师们也没有积极性

了)这样的状况!我也就再没有那个心气积极进行

教学改革了!就想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不让自己的

班级落后!多为家庭付出些!以前对家庭付出的少!

现在想想也挺愧疚的)这就是我从一名普通的老师

成长为现在的教学校长的经历)

通过对
C

校长的口述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她的

生活经历&从一名普通教师到一名校长的成长&她比

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从这些口述资料和下面的

访谈整理中&可以分析出影响她教学领导力形成的

因素)

#二$访谈结果

#=

生活中的
C

校长'该校长从小就是一个性格

刚毅的女性&艰辛的生活环境使她比同龄的人更加

能吃苦)

C

校长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时说'

"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很艰苦&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

弟&平时地里的农活都是我帮忙的&我母亲让我在家

里做饭干点家务&她怕我老在地里干农活晒黑&但是

我就是喜欢在地里干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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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考到一所寄宿初中的
C

校长学习很刻苦&

就像她说的'"上了初中我第一次其中考试成绩是第

八名&第二次期末考试成绩第四名&第三学期的其中

考试我是第一名&原先我们班考第一名的那个姑娘

一听我考了第一名&就不相信&跑到我们班主任那里

说是不是弄错了&这件事深深的刺痛了我&从此以后

第一名就被我包了)#初中三年后&

C

校长考到了一

所预科的师范学校&但是考虑到预科要花费很多钱

就没有去上&第二年
C

校长考到了本市一所师范学

校&在师范的三年学习中&

C

校长说'"我唯一记忆

深刻的是我们班有十个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补考

过的&我是三年的优秀团员&我们班主任特别看好

我&让我当班长&但是我没当)因为班主任让我反映

班里的情况&但是学生们干的坏事我坚决不反映&我

不想背后说别人的不好)虽然没当班长但是我当了

三年的优秀团员)那时候学习好的都会奖励名著&

我得的奖励有0红楼梦1(0傲慢与偏见1等)#

师范学习结束后的
C

校长被分到一所小学任

教&由于出色的教学成绩&两年后&她又被调到镇上

的中心小学任教)在中心小学的优秀表现使得她在

一学期后又被调到现在的中学任教&也就是从小学

到中学任教这段时期正是她教学领导力形成过程的

积淀期)

!""#

年她被调任到该中学任教&刚开始是

担任数学老师和一个班的班主任&正是她的班主任

工作给她更多的与学生们一起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在以后的教学中&她先后担任了年级组长和教研组

长&这些都是对她教学领导力的锻炼)

!""$

年她以

自己出色的教学能力被学校提升为教导主任&担任

教导主任期间&她对学校的教学发挥了重要的领导

作用&但是当时她只有
!E

岁&面对同事的质疑与不

服&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能力说服同事&同时

以自己的人际领导提升自己教学领导的影响力)

!"#%

年她担任学校的教学副校长&这是她教学领导

力形成中的稳定期&但是教学领导力的形成是一个

过程&在形成相对稳定的阶段后&新的教学领导问题

也会凸显出来)面对新的问题与挑战&她能否突破

教学领导力的瓶颈&从现有的问题与困境中解放出

来&创造教学领导力新阶段&这是
C

校长教学领导

力现在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

!=C

校长的女性特质'笔者对
C

校长的丈夫

$该地区的小学校长%进行访谈时&他说'"说她有什

么教学领导力也谈不上&也就是在这一地区她的教

学能力是大家公认的)在这附近的学校连女的教导

主任都很少见&更不要说女校长了&她是我们县上(

市上的先进党代表&教学名师)要说她干到这一步&

最主要的还是她踏实(吃苦(用心&这都是她苦出来

的&她一个中专毕业的&没啥学历&没啥背景&就是凭

着吃苦的精神才走到了这一步&所以她现在身体才

这么差&动不动就腰疼&这都是过度劳累所致)今年

有一个评选副科级的名额&她都进前十名了&但是我

们没有打点$送礼%&一方面是因为没钱&另一方面也

是我觉得她的身体吃不消&一个人去别的地方又要

重新开始&很辛苦的)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做好自己

本职工作&不要让娃娃们吃亏就行了&不去强求什

么&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发展&她那种性格也不适合搞

行政&就让她做自己喜欢的教育行业吧�#)

%=C

校长的家庭'

C

老师的生活日记

家不可一日无婆婆

时至半夜!突然接到舅舅的电话!说老奶奶病得

厉害!要婆婆赶紧去)睡梦中享受被窝温暖的我!一

骨碌爬起来打发婆婆走后再一次睡在床上!心里却

无名的失落!不知为什么0

第二天比往日早起二十分钟!因为我清楚的知

道!婆婆今天不在家)生火-做早餐就成了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一早上!我忙的不可开交!叫孩子起床-

洗脸-吃饭-洗锅等等..忽一看表!我的妈呀!离上

课只有五分钟了!赶紧抓起手机往学校跑!幸亏没有

迟到!我暗暗庆幸)

上课了!走在安静的校园!才深深地感叹&'家不

可一日无婆婆(

有婆婆的日子真好1 有婆婆在!不仅仅是可以

闲下来!更重要的是我的心里是安稳的!平静的)才

发现!十年的共处!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婆婆产生

了深深地依赖!浓浓地爱)

C

校长说'"我觉得家庭的支持很关键&她对家

里的牺牲比较多&以前我们家在小学住&对孩子的辅

导基本上是我的丈夫做的&在教学上&我必须要做到

事必躬亲&所以在对自己的孩子的辅导上就很欠缺

了&我觉得自己对家庭是很愧疚的&我和我婆婆的关

系处理的比较好&婆婆是很支持我的工作的&下班后

就有做好的饭吃&对我的工作特别的支持&在农村里

面能做到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

三"分析与讨论

从以上对
C

校长的口述和访谈分析中&笔者试

图从中发现影响她教学领导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

C

校长的生活经历

"人怎样生活体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

#

.从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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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

校长的生活经历中&我们会慢慢的感受生活中

的她&不同的生活经历炼就不同的性格&这种在生活

中形成的性格对她的教学以及教学领导力都有很大

的影响)性格会随着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而变化)在

心理学上&性格是指基于个体的特质而在后天的学

习中形成的&它不像个体的人格特质那样具有相对

的稳定性&可以说性格的形成大多数是在生活中形

成的&而且性格也没有严格的好坏之分)我们对
C

校长的生活史的口述的整理是为了从中发现她的性

格特点&她的性格特点对她的教学领导力的影响是

很重要的&对
C

校长的生活史的叙述我们只是试图

去理解她所处的那个时期的经历&而不做评价&就像

斯宾诺莎说的'"我没有去嘲笑人类的行动&也不会

为他们哭泣&更不会曾恨他们&我只是力求去理解他

们)#

-

!

.

@$理解了
C

校长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这种生活

方式下形成的性格&我们也会理解她在学校中的教

学领导风格&虽然她的教学领导不像一些教育管理

与领导理论经典著作中写的那样的有程序(有理论

可循&但是那就是她的教学领导方式&就是这样一种

教学领导方式才使她所在的学校的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或许这样一种教学领导力对她所在的学校才是

合适的&这是影响
C

校长教学领导力形成的一个

因素)

#二$

C

校长的女性特质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

C

校长教学领导力的

形成与她的性格或者说女性特质有紧密的关系)她

对教育教学的爱使她对教师和学生的情感关注较

多&这样&教师和学生也就愿意在她的教学领导下积

极的教学和主动的学习)这种爱是她作为女性所表

现出来的&相比较男性的爱心而言&女性的爱更能以

语言表达出来&在表达中促进交流)而这种以情感

的交流在教学领导力的形成中是至关重要的&

C

校

长对学校的教师和关心&得到了教师们的认可)一

位老师说'"

C

校长对每一位老师都特别亲和&对女

老师就像姐妹一样&如果她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她会

郑重的当面道歉&

C

校长就是我们大家中的一员&

她不会高高在上#)这种关系表现在教学领导力上&

就使学校的教学在一种民主型领导方式下进行)对

教育教学的爱也使
C

校长对教学更加的负责任&教

学中的事情她必须做到让教师和学生满意&能在和

教师(学生积极的交流中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的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这也是她教学领导之所以

成功的重要个人特质!另外&

C

校长是农村中学的

女性教学领导者)在农村中的女性更能吃苦&这样

的环境以及她小时候的生活经历使她有乐于吃苦的

精神&在学校发展困难的时候&她敢于积极的应对困

难&这也是她之所以一直在学校中积极进行学校教

学领导的一个因素)

#三$关键人物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

女性如果想在工作上全身心的付出&家庭的支

持的确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C

校长和婆婆的关系

融洽&婆婆可以帮她分担家庭的重担&她的丈夫也可

以全力的支持她&这对她的教学领导力的形成确实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如果在没有家庭支持的女

性中&她要处理好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两难状态也是

不易的&因此&如何处理好女性工作和生活的两难状

态是影响女性成功胜任领导力的重要一环)

当
C

校长的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很好的协调

的时候&她的教学领导力也就出现了问题&她没有多

余的精力去进行教学领导)作为一名女性教学领导

者&尤其是农村中的女性教学领导者&其面临的现实

困难是很多的'农村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还

是比较严重的&传统的性别观念认为女性就适合做

一名普通的教师&上完课后回归家庭才是正确的选

择&学校的教学领导应该是男性的事情)这样的性

别偏见对
C

校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她担任教

学校长后&面对着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她的教学领导

力在当前又面对着困境&如何协调生活和工作&如何

处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事&怎样认识自己的身份3

在做好学校的教学校长时能不能很好的胜任妻子和

母亲的角色3 这些问题是
C

校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也是她现在突破教学领导力的主要制约因素&或许

这也是所有女性想更好担任教学领导者必须要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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