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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concepts and ideas cannot be implemented without scientific methods,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ethods are the operational methods that tur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ower into realit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ethods from the definition, n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uniqu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ethods and the key points of apply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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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先进的理念与思想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来贯彻执行，教育领导方法是将教育领导力量变成现实的操作办法。

本文从定义、性质与分类出发，简要介绍了教育领导方法，之后重点讲解了特有的教育领导方法和教育领导方

法的运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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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概念阐述 

1.1 方法 

在《现代汉语同义词典》中给方法下的定义是：

“有关解决各种问题的门路、程序等。”多应用于相

对郑重的场合。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将方法定义

为：办法、门径。如冰心在《南归》中所说：“（我）

除了将一切交给上天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了。” 

综述，本文将方法定义为解决某件事情的办法。 

1.2 领导方法 

关于领导方法，有众多的定义。 

在《邓小平理论辞典》中，认为领导方法即是：

“在领导工作中，为完成一定任务，达到一定目的而

通过的一定途径和采取的一定策略和措施。”在《现

代领导百科全书：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卷》中，将领

导方法概括为领导者实现领导目标的手段或途径。 

温恒福教授认为领导方法是一种操作或行动要

求，其目的是为了实现领导目标，开展领导活动。 

综上，本文将领导方法定义为：领导者为了实现

领导目的所采取的操作办法。 

1.3 教育领导方法 

根据本文对领导方法的定义，将教育领导方法定

义为：教育领导者为了实现教育领导目的所采取的操

作办法。 

2.教育领导方法的性质和分类 

2.1 性质 

教育领导方法受教育领导要素、教育领导情境、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53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d Arts (SSHA 2022)

Copyright © 2022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605

mailto:gongyimingqw@sina.com
mailto:agongyimingqw@sina.com


领导者的教育哲学与领导理念以及性格特征的制约，

具有客观性、目的性、情境性、个性、多样性、层次

性和创造性七个特征。 

1.客观性 

教育领导规律是教育领导方法的基础，教育领导

方法只有在遵循教育领导规律的前提下才可以达到

教育领导的目的。不遵循教育领导规律的教育领导方

法是无效的，甚至还会产生副作用。作为教育领导者，

在运用教育领导方法时需要做到遵循教育领导规律。 

2.目的性 

目标作为教育领导的核心要素之一，教育领导方

法的运用也需要服务于它。教育领导者在运用不同的

教育领导方法时，心中需谨记教育领导的目标。实现

同一个目标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教育领导方法，一种

教育领导方法也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 

3.情境性 

教育领导方法是教育领导者在具体的教育领导

情境下采取的操作办法，不同的教育领导情境，所采

取的教育领导方法也不一样。 

4.个性 

教育领导方法的实施者是教育领导者，故教育领

导方法本身也带有一定的个性色彩。教师出身的教育

领导者会经常采取听评课的办法来开展教育领导活

动正体现了这一点。 

5.多样性 

教育领导方法内容丰富，种类多样。既有一般性

的通用的领导方法，也有特有的只适用于教育领域的

领导方法。既有总体的领导方法，也有适用于某一环

节的领导方法。作为教育领导者，需要掌握多种的教

育领导方法才能做好教育领导工作，每一个教育领导

过程的顺利开展也需要多种教育领导方法的综合运

用。 

6.层次性 

教育领导方法可以划分成多种层次。既可以划分

成宏观教育领导方法和微观教育领导方法；也可以划

分成哲学层次的教育领导方法、原理层次的教育领导

方法和经验层次的教育领导方法。 

7.创造性 

教育领导方法的创造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创造性运用，指教育领导者将一种教育领导方法创

造性地运用；二是创造性组合，指教育领导者综合运

用多种教育领导方法，在具体的教育领导情境中创造

出适合自己的新的教育领导方法。 

2.2 分类 

按照不同的适应标准，可以将教育领导方法分成

不同的类别。按照国别可以分为中国常用的教育领导

方法和外国常用的教育领导方法；按照适应的范围可

以分为适用于具体环节的教育领导方法和整体适用

的教育领导方法；按照是否具有教育特色的标准可以

分为教育领导特有的领导方法和一般领导学理论中

的领导方法。 

本文借鉴温恒福教授的三分法，按照领导方法的

适用领域划分，将教育领导方法划分为三类：通用的、

具体的和特有的教育领导方法。 

通用的教育领导方法是指适用于所有领导活动

的领导方法，如：原则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法、分工

负责法、科学决策法、新概念领导法、以身作则法、

团队领导法、自我领导与管理法、规章制度领导法、

上层路线领导法、会议领导法、宣传鼓励法、走访调

查法、榜样示范法、资源开发与整合法等。 

具体的教育领导方法是和教育领导的各个环节

息息相关的，有愿景与目标领导法、制定战略、计划

和政策的方法、选人、用人的方法、明责授权的方法、

指导、激励与关心的方法、沟通、协调与服务的方法、

检查督导与教育的方法、总结性评价与回报的方法等。 

特有的教育领导方法是只适用于教育领导领域

的领导方法，如：“三表”领导法、听课评课领导法、

师徒领导法、教学督导领导法、家长会领导法、班会

领导法等。 

下面将详细讲解最后一个类别，即特有的教育领

导方法。 

3.特有的教育领导方法 

3.1 “三表”领导法 

三表是指工作日程表、教学计划表和课程表。学校

日常工作的开展离不开这三个表，设计好、运用好这

三个表，是学校领导的基础工作。 

首先，这三个表的内容需要体现学校的发展愿景、

工作目标与任务、时间进度与责任人、先进的教育理

念、课程设计、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教育评价方法、

教育改革措施等等，使得“三表”成为学校一年主要

工作任务的具体安排与实施计划。 

其次，“三表”的设计和制定需要采用民主集中制

的方法，体现集体的智慧。 

最后，学校工作的开展要以教学为中心，紧紧围绕

“三表”。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教育领导者要有大局意识，要

关注到“三表”之外的工作，保证学校的反应性和灵

活性。 

3.2 课题带动领导法 

课题带动领导法指学校领导通过支持、参与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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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课题，鼓励、带领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促进教

育教学改革的方法。运用课题带动领导法时，需要注

意以下五点：第一，学校领导要大力营造人人重视科

研、人人支持科研的良好氛围。第二，学校主要的教

育领导者要亲自领导和参与科研活动，亲自参与重大

课题，亲自带领教师做研究。第三，教师参加科研的

人数要超过教师总人数的一半。第四，做研究的时间

不得短于两年。第五，科研课题一定要来源于学校教

育教学的工作问题，不能脱离实际。 

3.3 听课、评课领导法 

听课、评课领导法是教育领导者帮助教师提高专

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法
[3]
。教育领导通过听课了解任

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再通过评课对教师提高专业指导。 

3.4 示范课领导法 

示范课领导法是领导发现先进典型，让先进典型

在真实教学情境中为大家上示范课，组织其他教师听

课，借此向先进典型学习的领导方法。示范课领导法

具有说服力强、易模仿、交流便利、具体生动等特点。

教育领导者采用示范课领导法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示范课要经过精心的准备；第二，要将上示范

课、说示范课和评示范课结合起来。第三，上示范课

的教师本校、外校均可，还可采用观看、借鉴先进教

师的录像带的方法。第四，教育领导者要善于运用全

面示范课和单项示范课两种示范方法来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 

3.5 师徒领导法 

师徒领导法为老教师带新教师的方法，在新教师

刚刚走上岗位时，学校为其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在专

业发展方面对其进性具体的帮助。教育领导者在运用

师徒领导法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当师傅的老

教师应该是优秀的具有先进教育思想与高水平技能

的教师；第二，即使新教师已经有了具体的师傅，学

校领导也不能放松对新教师的组织培养和亲自指导、

检查与帮助。 

3.6 教学督导领导法 

教学督导领导法即是教育领导者通过教学督导

工作对教师的教学实施领导的方法。既可以设立专门

机构或人员，也可由各级教学领导人员深入教学第一

线开展教学督导。运用教学督导领导法时需要注意以

下两点：第一，教学督导人员的理念与水平必须高于

一般教师；第二，教学督导人员需有相应的权威。 

3.7 家访领导法 

家访领导法是学校领导或教师通过单独邀见家

长，与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成长情况，对家长施加影

响，以争取家长支持的领导方法。家访领导法常运用

在学习有困难或是问题学生身上。需要注意的是，邀

见家长一定要有礼貌，不能批评，要多做解释、汇报、

倾听、疏导、建议等方面的工作，不能下指示。对于

特殊的家长需要有耐心，即使与家长意见不一致也不

能争吵。 

3.8 家长会领导法 

家长会领导法是指通过召开家长会与家长进行

集体沟通，从而影响家长，争取家长支持协助的领导

方法。教育领导者运用家长会领导法时需要做到以下

四点：第一，明确家长会的目的，做好充分准备；第

二，真诚与家长沟通，倾听家长意见；第三，忌在家

长会上当众点名批评、责备学生；第四，向家长宣传

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学校的办学思想与改革

措施，以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更好地实现家校合

作。 

3.9 考试评价领导法 

考试评价领导法是通过考试评价实施领导的方

法。考试评价作为教学和学习的指挥棒，教育领导者

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教育

领导者在运用考试评价领导法时要注意以下三点：第

一，积极推进中高考等升学考试；第二，综合运用多

种评价方式展开评价，如口试、笔试、结果评价、过

程评价、业绩评价和态度评价、教师鉴定等；第三，

将考试评价贯穿于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之中。 

3.10 班会领导法 

班会领导法是通过召开班会对学生实施领导的

方法。作为班集体的集会，班会是对全班学生进行教

育的重要途径
[4]
。通过召开班会，可以很好地对学生

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观

念，陶冶情操，体验真情，培育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高

效能人格，还可以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更加高效地

开展学习。教育领导者运用班会领导法时，需要注意

以下三点：第一，制定班会手册，将班会的召开制度

化，提高教师召开班会的意识和能力；第二，可采用

检查评比的方式来促进班会的开展；第三，努力激发

师生组织和参加班会的积极性，提高班会的教育性、

丰富性、趣味性、深刻性和生动性。 

3.11 小先生领导法 

斯宾塞曾在《教育论》中说过：“记住你的教育目

的应该是培养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要别人

来管的人。”小先生领导法即体现了这一道理，具体

指在学生中培养起领导作用的小先生，通过小先生来

充分发挥对其他学生的带领、指导和帮助作用。教育

领导者在运用小先生领导法时，要注意以下三点：第

一，在学校营造“互助式学习是光荣的高效学习”、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等良好氛围，鼓励学生之

间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第二，要充分相信学生，善

于发现学生的优点，相信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某一方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53

607



面的“小领导”；第三，建立民主管理、分组学习、合

作学习的制度与常规，通过科学可行的制度来促进、

巩固小先生领导法的实施。 

4.教育领导方法的运用要点 

4.1 提高科学性与艺术性 

教育领导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艺术性活动，教育

领导活动中蕴含着客观规律，教育领导方法的运用需

要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讲求科学性；但同时，由于人

的复杂性，以人为对象的教育领导活动又处处充满了

变数，很难固定为一种不变的操作程序，各种教育领

导方法的运用也不是机械死板的，而是需要充满创造

性的艺术性运用，教育领导者需要将教育领导艺术渗

透进教育领导方法的运用之中，将领导规律与领导艺

术融为一体，提高方法运用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4.2 以人为本，关心爱护师生 

任何方法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目的，教育领导方

法的运用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领导活动。教育是

一项爱的事业，离开了爱心，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教

育了。教育领导者的领导对象是人，是教师和学生。

教育领导者在运用教育领导方法时不要沉迷于各种

高超的技巧，而是要回归本质，心里要始终装着广大

教师和学生，真真正正地做到尊重师生、关心和爱护

师生，尊重师生的人格，只有如此，即便不会各种教

育领导方法，凭着热爱教育、关爱师生、甘于奉献的

心，也会领导好教育事业，为中国教育的发展贡献力

量。 

4.3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自党的十八大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以来，立德树人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

本质特征烙印在了我国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5]
。

教育领导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而教育

的目的即是培养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青年，这其中，有道德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优秀的教育领导者，要将立德树人作为开展

教育领导工作的根本任务。只有抓住了培养有品德的

人才这一根本任务，教育领导者才可以游刃有余地开

展领导工作，才不会将教育领导与其他领域内的领导

工作相混淆，在确定学校的办学宗旨、学院、年级、

班级的目标时，才可以做到抓住重点，不偏离航道。 

4.4 因地制宜，灵活运用 

教育领导方法种类繁多，教育领导者要充分了解

认识不同的教育领导方法的适用情境，明白其运用要

点，懂得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导情境来选择不同的教育

领导方法。譬如，当被领导对象从教师变成学生时，

运用小先生领导法要比运用师徒领导法更加妥当。而

当领导地点变化时，领导方法也应及时更换。譬如当

领导地点由教室变成学生家里时，要选择家访领导法

而不是家长会领导法。 

5.结论 

本文从介绍教育领导方法的定义、性质和分类入
手，具体着重介绍了 11 种特有的教育领导方法，分
别是：“三表”领导法、课题带动领导法、听课、评课
领导法、示范课领导法、师徒领导法、教学督导领导
法、家访领导法、家长会领导法、考试评价领导法、
班会领导法和小先生领导法，最后从提高科学性与艺
术性、以人为本、关心爱护师生、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四个方面出发论述了教育
领导方法的运用要点，希冀能够给教育领导者们提供
一点微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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