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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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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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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已然进入
一

个变幻莫测 、 颠 覆性丛生的
“

乌

卡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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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管理学界近 两年非常流行的
一

个概念。

２ ０２ ０年刚 刚过去 的６个月 里 ， 全世界都被卷入
“

新 冠疫

情
”

这场 灾难 ， 让我们对这个日益 复杂 、 快速 变化 、 不确

定性极大增加的 乌卡时代有 了更深切的认识和理解 。

错综 复杂 、 瞬息万 变的现实世界正 在给教育带来

莫大挑战 。 我们如何站在人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视

角重新审视教育 ？ 如何使今天的学生、 未来的社会人从

容应对跌 宕 多 变的时代 ？ 作为
一方教育

“

掌舵者
”

的教

育局长 ，
尤其需要重新思考 自 己 的领导者 角 色 （这里所

说的教育局长
， 是指 区域教育的领导者 ，

也 包括教工委

书记 、 教委主任等 ， 本文都以局 长统称 ） 。 笔者 以为 ， 成

为一个
“

赋能型
”

领导者 ， 应该是教育局长应对大 变革

时代的
一项必要修炼 。

所谓赋 能 ， 意 即
“

赋予能力和能量
”

。 近两年 ，

“

赋

能
”

之所以成为
一

个高频词 ， 与变革时代的不确定性以

及由此衍生的危机感和焦虑 感不无关 系 。 互联 网行业

有这样
一

句 经典表述 ： 未来组织最重要的功 能不再是

管理 或激励 ，
而是赋能 。 因此 ， 在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新

技术重塑教育 形态 、 全球性 变革重新定义人才标准 的

当下 ，
如何链接所有赋 能接口 ， 实现向赋能型领导者转

型 ， 也成为教育局长们需要直面的现实课题。

那 么 ， 教育局长需要为谁赋能 ， 又该如何更好地赋

能呢 ？

首先 ， 自我賦能 ， 成为卓越的教育领导者 。

一个 出色

的教育局 长 ， 必须是一个
“

自 我赋能型
”

领导者 。 作为地

方教育的
“

指挥官
”

， 教育局长要具备政治领导力 、 行政

领导 力 ， 更要具备教育领导力 。 近年来 ，
一些针对基层教

育局长
“

出 身
”

的 调研及其引 发的关于教育 局 长专业化

发展的探讨， 以及学校管理者对于教育局长教育专业素

养的期待 ， 都对教育局 长的教育领导力提出 了新要求 。

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认知挑战 ， 教育局 长必须学会

自我赋能 。 教育局 长要葆有旺盛的 学习力 ， 通过持续的

理论 学习 与实践研 究 ， 更新思维模式 ， 优化管理素养 ， 升

级
“

操作系 统
”

， 不断提升教育专业影响力 ； 要修炼深刻

的 洞 察力 、 前瞻的规划 力 、 果断的决策 力 、 持缕的 创新

力 ， 做好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的
“

总设计师
”

； 要善于捕捉

机遇、 敏于应对危机 、 勇于迎接变革 ，
能够以 宏观思考、

中观指导、 微观协调 ， 随时校正 区域教育发展的航向 。

而这一切 的前提 ， 是
一定要有爱教育 、 懂教育 ， 愿意为之

付出和坚守的理想与初心 ，
能够 以超越功利主 义的情怀

为一方百姓谋划 百年树人的教育蓝图 。

其次 ， 授权賦能 ， 释放更 广泛的 智慧和力量 。

一

个
“

赋 能型
”

教育局长 ， 应该是
一

个善于授权的领导者。

领导者长于控制 ， 下属便容易缺乏担当 ； 领导者习 惯
“

事

必 躬亲
”

， 组织成 员便容易陷 入路径依赖 ； 教育局长喜

欢
“

包打天下
”

， 校长办学便容易被动 等待 。 上 级单位

以
“

通知 －检查
”

为领导方式 ，
往往带来下级单位的

“

迎

合－应付
”

式工作态度 ；
团队成 员 以规避错误 为工作 目

标 ， 自 然难以积极创新 、 成就卓越。

大卫■

马 凯特在 《授权 》
一书 中鼓励领导者通过建

立
“

领导者－领 导者模式
”

，
给予成 员 更多 的工作 自主权

和决策权 ， 由此释放成 员 自 身 的能 量、 智 慧和热情 。 因

此
， 教育局长要恰当授权 ，

给予校长 自主 办学 的 空间 ，

让校长们静心研究教育教 学 ， 让 自下而上的 变革与创新

不断涌现 ； 要通过优化工作流程 ， 让服务更优 ， 让指导

更 实 ， 让保 障更到位 ， 让不同 办 学特 色的 学校得以 美美

与共 ； 要激 发 、 激励 、 激活每一个个体的动 能 ， 让所有

校长和教师得 以 自 由生长 、 彰显个性 ，
让每个人都成长

为 自 己的领导者 。

最后 ， 愿景赋能 ， 构建共 享共生的生态 系统 。 斯坦

利
？

麦克里斯特尔在 《赋能 》
一书中提出

， 赋能 的最终 目

标是建立和维 系
一

个良好 的生态 系统 。
一个

‘‘

赋 能型
”

教育局 长 ， 应能 与团队成 寅
“

眺望 同一个方向
”

， 即通过

共 享彼此认同的 目标和 愿景 ， 创建合作 、 互信 、 共 享的

组织文化 ， 使整个系统和谐共生 、 活力迸发 。

此次大规模推进线上教学 的
“

实战
”

， 让我们看到

很多 区域团队协同作战的力量 ；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 ，
如果

教育发展的 目 标仅仅停留于 学生考试分数和 学校考核成

绩的 比拼 ， 那么 只会 带来生源和资源 的恶性竞争 ，
让个

体陷 入单兵作战的 困境 。 因此
， 教育局长应 当站在推动

社会变革 、 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 高度规划 区域教育 ，

“

以人民为 中心
”

，
以

“

人的可持续发展
”

为 出 发点 ， 勾

勒 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画卷 ， 并且通过完备的政策体

系 、 科 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 让这样的愿景成为 全域每
一

所学校 、 每一位教育人共 同的使命。 由此促使组织中的每

个细胞都能迸 发 强大的 自 我生长的 力量 ， 让所有学校跳

出各 自 的
“

深井
”

， 与其他同行者相互信任、 协作共享 ，

与外界资源形成常态化、 可持续的互动 ，
从而 聚合更多的

发展能量 ， 构建起共建共卒共生的区域教育新生态 。

愿每一位教育局长都能以赋能 为舵 ， 掌管理之舟 ，

在变革之海上 乘风破浪 ！

（ 作者单位 ：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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