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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重點/範疇  

了解內地校長： 

 

建立學校發展目標，建立辦學特色，實踐教學願景的方法 

領導風格和策略 

 

二、蒐集資料 

參考資料： 

 

上海的教育系統背景：http://edu.sh.gov.cn 
中國教育現況：楊東平(2007)。＜中國教育公平的問題和前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104 期。  
探訪學校的發展歷程： http://www.hscyez.pte.sh.cn 
探訪學校的教育願景及學校發展強項： http://www.hscyez.pte.sh.cn 
校長領導：呂斌(2012)。＜校長教學領導的基石：團隊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變計劃。 
 

觀察： 

 

學校的集隊﹑上課及活動情況 

校長和中層領導會議 

教師會議(備課/評課) 

學校的特色活動或校園佈置(與校園文化相關) 

 

討論：  

 

校長  

中層領導 (如科主任 ) 

班主任  

學科教師  

學生  

 

 

  

http://www.hscyez.pte.sh.cn/
http://www.hscyez.pte.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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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學習體驗所得的「一個發展重點」 

 

曹楊第二中學創建於 1954 年，因文科成績優異於 1979 年被認定為上海市

重點中學。學校的發展路線及辦學特色明確，近年以“文理相通、人文引領”

的理念開創上海市科技高中，並於 2005 年被評為上海市首批實驗性示範性高

中，2018 年更被評為全國文明校園。另外，學校先後開創德語理工實驗班、義

大利語理工實驗班、荷蘭語理工實驗班和希伯來語理工實驗班，此舉除了緊貼

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更有別其他學校只發展英美澳等升學途徑，令學校的辦

學更具特色﹑更豐富和更有吸引力。 (上海跟崗學校的良好做法/經驗) 

在跟崗學習的體驗中，最大的得益就是能與曹楊第二中學的王洋校長﹑易

建平副校長﹑侯文英書記及其他中層領導作深入交談。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將全

市分為 17 個區域，除了幾所「名校」能全市招生，曹楊第二中學與其他高中一

樣，只能在所屬區域招收學生。學校為了突破學校過往的定位和收生的限制，

學校領導層必須重塑學校的辦學特色。作為一所傳統以文科成績優異為人稱讚

的學校，學校嘗試在理科作出突破及發展，昔日的優勢很可能成為今天發展的

用絆腳石。校長一方面保持及梳理學校的傳統優勢，另一方面透過多與社會不

同領袖交流，了解世界及中國的走向後，從而訂立學校的發展方向。在學校發

展理科的初期，校長盡量動用新資源，以發展學校的新領域。另外，校長積極

尋找校外資源及合作夥伴，為學校創造有利條件。舉例說，曹楊第二中學近年

便與同濟大學合作開辦「科技高中汽車學習工場」，這發展方向不單配合國家發

展策略，更讓學校在上海區擁有此領域的領先地位。 (相關良好做法/經驗的發展

過程和背景、有利條件和面對困難) 

學校位處的上海市普陀區，傳統是勞動工人的集居的，服務基層學生便很

自然成為學校的教育理想和願景。學校先後開辦多國語言理工實驗班(德語、義

大利語、荷蘭語和希伯來語)，除了緊貼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亦是校長悉心

經營的「另類」升學途徑。「星級」學校一般都只會協助學生探討到英美澳等國

家升學的可能性，但到這些熱門國家留學不單競爭激烈，費用也是一般家長沒

可能負擔的。曹楊第二中學的學生並非來自富有家庭，校長以「助工薪子弟登

國際舞台」為化理念，希望學生也有出國學習的機會。校長為打通新的升學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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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年來主動與多國大學接洽和保持聯繫。王校長表示在某些重要的學校發

展項目上，校長必須親自參與。由於具「創新」及「戰略性」的重點發展項目，

一般都存在成效的不確定性及風險。若校長不是全面了解當中的因素和過程，

學校往往在發展中遇上阻礙時便會放棄。除此以外，王校長認為在實踐辦學理

想時必須留意「市場」及家長的意願，否則有關計劃也很可能無以為繼。 (就跟

崗學校的情況提出領導策略) 

校長固然是學校的領導，為學校思考及尋找發展方向，但團隊的力量也是

非常重要的。在學校願景的指引背後，團隊正面的人際關係及環境氣氛是校長

領導成功的基本保證(呂斌 2012)。在是次交流中，我非常欣賞王校長建立的領

導團隊：副校長十分了解學校的發展歷程，也善於數據分析，高效地執行學校

發展方針；書記善於管理及發展教師隊伍，特別是對年青教師的培訓，確保各

教學活動的推行都有高質素；中層領導明確了解學校發展的方向，對所屬範疇

有深入透徹的理解。因校長優秀的帶領和領導團隊的良好分工合作，一所有質

素及具發展力量的學校便穩固地建立起來。(值得香港/學校借鏡的地方) 

上海及香港的社會情況﹑教育制度及文化差異顯著，學校內外對校長的角

色和期望也有很大的差別。但在這次交流活動中，我很欣賞內地校長的廣闊視

野，他們都致力了解世界的和中國的發展狀況。上海的教育競爭情況比香港更

激烈，這次交流活動便深深體會「中小學擇校熱」和「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差距」

的問題(楊東平，2007)。家長和學生爭相進入少數的名牌學校和明星學校，而實

際上每所中學畢業生能進大學和一線大學的差距真的非常巨大。當地的校長為

求提升學校，除積極建立學校的辦學特色外，都努力求變﹑求進步。作為香港

的校長，雖然我認為現時社會及教育太著重競爭，但我們為了學生成長的需要，

也要更多思考學校發展的不同可能性，並以優秀的領導策略，建立學校的辦學

特色和實踐教學願景。(個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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