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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领导一幼儿园课程管理的新思路

            田 燕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210097)

    [摘要I道德领导强调对团体成员的专业价值观、理念、理想、责任感、义务感等的激发，

其管理思路符合幼儿园课程管理的自主性特点，迎合了幼儿园课程管理的需要，因而道德

领导可以成为幼儿园课程管理的新思路。实施道德领导的幼儿园课程管理需要建构学习共

同体，建设团体精神，畅通沟通渠道，落实授权赋能，同时领导者要确立以身作则、服务教师

和幼儿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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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许多幼儿园的课程管理都套用中小学

课程管理模式，如经验型课程管理模式(由园长管

理课程，表现为园长经验的再现和延伸)、行政型

课程管理模式(较多地依赖行政手段，特别强调管

理的有序性)、专业型课程管理模式(较多地依赖

园长的精妙技艺和专业权威)等。幼儿园课程不

同于中小学课程，上述三种管理模式适合幼儿园

课程管理的特点吗?是否有其他更符合幼儿园课

程特点的管理模式?基干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

提出道德领导幼儿园课程管理的新思路。

    一、道德领导的内涵

    美国教育管理学者萨乔万尼曾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当学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硬而直接的领导

会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转，但当学校走出困境，走

向改善时将需要怎样的领导?在这里，他引用了管

理学者彼德·M·圣吉的观点:改善的最佳结果一

般来自较小而又是多方面的努力，而不是来自大

规模的努力，因此改善学校时要把注意力放在更

为精妙、更为隐性和更高的着力点上，因而他倡导

道德领导，并在两方面作了努力:拓展领导背后的

价值结构;拓展领导实践的权威基础。萨乔万尼认

为改善学校并不是用新的价值体系和权威基础来

取代原有的体系和基础，而是扩展其价值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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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基础。这个被扩展了的部分萨乔万尼称之为

领导的道德维度。

    自萨乔万尼提出道德领导的理念后，众多学

者也从各自的视角对道德领导的含义加以研究，

如考泊拉认为，道德领导就是领导者必须能分享

其精神层面与宗教世界之观点、实践高度道德理

性、鼓舞成员为愿景而行动，企图建立社群与契约

以及为社会正义而实践承诺。〔，’虽然众多研究者

的着眼点、观点不尽相同，但可以勾勒出道德领导

的基本含义:

    (一)道德领导以道德权威为基础，是管理者

通过道德追寻，激发组织成员的人性潜质，使其摆

脱利益交换的思维层次。

    (二)道德领导重视组织中成员的自我实现，主

张以高层次的激励引发工作动机，使成员为向善、

追求卓越而努力，而非仅仅为物质利益而付出。

    (三)道德领导强调管理者的服务意识，服务
者是道德领导者最基本的角色。

    (四)道德领导的目标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共同

实现生命智慧，共创德行组织。

    二、幼儿园课程管理实施道德领导的内涵及

其特点

    幼儿园课程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以每个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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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和特点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周围自然、社会

环境中的资源，促进幼儿的发展。

    随着管理科学的不断发展，幼儿园课程管理不

再仅指实现目标的结果描述，还包括运用各种策略

的过程;管理对象不仅包括人，还有物;管理目标不

仅是对时间、空间及相关活动作出相应组织、协调，

还包括达成组织目标和满足个人心理。(27

    基于上述幼儿园课程系统、生态观和发展性

管理观，幼儿园课程管理是有关人员对幼儿园课

程实践活动系统的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几点:(1)

幼儿园课程管理的主体包括所有课程实践活动当

事人，如园长、教师、幼儿、家长等，他们都可以在

各自的权限内进行课程管理，园长侧重于幼儿园

课程的发展与常规运行，一般教师对教育实践活

动作出具体的设计、组织实施，幼儿则以在教育实

践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及效果而体现对课程的管

理。(2)幼儿园课程管理是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教育实践活动要素的处理与安排，主要体现在

课程发展目标与愿景的树立、课程发展计划的制

定与实施、课程发展效果的评估等方面，幼儿园课

程管理的过程就是对这几个方面的要素进行分

析，并适当安排、处理，使其对课程发展产生作用。

(3)幼儿园课程管理的目标是课程建设与发展。

    幼儿园课程管理的主客体特征决定了幼儿园

课程管理的自主性特征。自主性的幼儿园课程管

理需要更加广泛的领导权威基础和价值体系的支

撑，而道德领导的思路符合幼儿园课程管理的特

点，迎合了幼儿园课程管理的需要。因此幼儿园

课程管理更适宜采用道德领导的方式，即幼儿园

课程道德领导。

    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是幼儿园课程管理者以

道德权威为基础，建构共同愿景、理念与目标，关

怀教师在课程发展中的需要，激发其责任感和义

务感，从而使其为课程发展自愿地奉献，并自觉以

幼儿园发展和课程发展为目标的一种管理形态。

具体地说，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有以下特点。

    其一，从组织情境来看，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

产生于学习共同体。学习共同体强调“终身学习”、

“全体学习”、“全程学习”、“团队学习”，以组织发

展为最终目标。(3)在这种学习共同体的组织情境

中，领导者用追求卓越、向善的品质及批判反省能

力来体察幼儿园中不合情、理、法的情况，进而伸

张公理与正义，维护人性尊严，获得组织成员的认

同与支持;教师则激发工作、学习热情，确立、提升

自己的专业理想和目标，追求自己心中的“真”和

“善”，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者的建议，并愿意为幼

儿园的发展和课程的发展而奉献、努力。

    其二，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以道德与专业权

威为课程领导权威的首要基础。道德权威主要来

源于教师在广泛认同共同体价值、观念和理想时

所产生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当领导实践以道德权

威为主要来源时，领导者将清晰的、共享的价值观

和信仰变成规范行为的非正式标准，从而形成一

种以内化的感受和道德驱动为特征的团队精神，

领导不再是一种交易，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德行。专

业权威重视教师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面对具体情

形时作出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课程实践活

动，教师在实践中丰富专业知识。重视专业权威的

氛围可以不断改善教师之间的对话，从而帮助他
们形成清晰的专业价值观和实践原则。

    其三，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强调责任、义务的

激励作用，主张幼儿园全体人员为向善、追求卓越

而努力工作，重视每个人的责任感、义务感和价值

观的建立。实施课程道德领导的幼儿园不仅强调内

外部动机的激励，更注重引导教师自觉认同、承担

责任与义务，以“善的就去做”或“做那些‘好’的工

作”的心态，达到卓越。在这种幼儿园中领导者主要

以服务者的角色出现。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去创建一

种能使领导者与他人紧密联系的道德秩序。因而，

在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的视闭中，课程管理不是控

制，而是建设，教师之间将因分享而合作。

    三、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的实施

    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可以从领导环境和领导

者自身两个角度来实施。

    (一)改善领导环境

    1.建构学习共同体。真正的道德领导者就是

“把注意力从领导者本身转向其他方面”，为“听我

的”领导建构替身(学习共同体)，并使教师作出内

在回应的人。实施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时，学习共

同体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具有以下特征:一

是共享的愿景和价值观，它表达的是教师要通过

自己的教育行为创造什么、相信什么;二是反思对

话，即团体成员之间关于自己的教育行为和幼儿

发展的对话，其目的是提高教育者的专业水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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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为导向，即共同体中的成员要把自己的课程

发展理想、愿景变为现实行为;四是持续发展，即

不满足于现状、持续寻找课程发展新途径。其中

共享的愿景和价值观对于确立幼儿园前进方向和

发展目标起着核心作用，它不仅为领导者照亮前

进的道路，更为教师展示了期盼的方向，它是学习

共同体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2.建设团体精神。幼儿园课程道德领导中的

团体精神可以有效管理组织中的控制悖论。任何

组织都存在分工和协作的控制悖论问题，传统幼

儿园课程管理较为松散，它强调直接监管、标准化

工作过程和产出策略，这会加剧分工与协作之间

的矛盾，而团体精神关注工作价值观被共同拥有

的程度和教师相互帮助的程度，它促使教师加强

自然互依，进而在分工明确的情况下共同合作完

成任务，控制悖论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解了。

    如何建设团体精神呢?实践证明，“用学习积

累经验、尽快融人新的团队、积极参与幼儿园的各

项培训、别忘了自己对团队氛围建设的责任、别忘

了在团队中对别人经常加以赞许、用真心追随智

慧’，①是几种非常有效的做法。

    3.畅通沟通渠道，落实授权赋能。关怀伦理学

指出，最有意义的关怀是帮助对方成长和自我实

现。幼儿园课程管理中的授权赋能、给予部属权

力并让部属有自主决定权、提升部属自我效能感

并激发部属潜能，可以使每位教师自发地承担工

作责任。畅通沟通渠道、授权赋能可以使团体成

员更清楚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并相互提供更好的

建议;同时它还能促使所有参与对话者达成共识，

这个过程可以帮助每个成员在多元文化的脉络中

设身处地了解与适当考量他人的价值观与需求，

进而作出健全而非任意的道德判断。

    (二)改善领导者观念

    领导者要确立以身作则、服务师幼的观念。领

导者的正直人格与道德领导有密切关系，它是影

响领导效能的重要因素。有关领导效能的跨文化

研究显示，正直在所有文化中几乎都居最前位。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幼儿园
课程领导者以身作则、借助自身道德魅力来激发

教师的道德使命感是道德领导的重要途径。

    此外，服务于追随者是领导者的主要责任，也

是道德领导的基本要素。(4)幼儿园课程领导者并

非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指挥部属的人，他们必须

善于发现并满足教师的基本需要，为其扫除工作

上的障碍，从而使其能专心服务于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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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Leadership in Preschool Curriculum Management

                                  Tian Ya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10097)

(Abstract]Moral leadership emphasizes the group members'  professional value,  conception,  ideal, responsibility and duty,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 management of preschool curriculum and meets the needs of curriculum management.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leadership needs kindergartens to establish learning community with strong team spirit,  and to keep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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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南京市第一幼儿园业务园长周联老师在江苏省2006年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班上的一段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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