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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领导力作为21世纪教育研究焦点，引起各国重视。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具有教师领导力的

顶层设计。本文通过梳理中外教师领导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归纳教师领导力的基础概念和核心特征，探

析教师领导力于教育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卓越教师职业素养及丰富教育领导理论等方面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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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leadership, as a focu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countries.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of educ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top-level design of teacher leadership.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on-
cepts and core features of teacher leadership b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teacher 
leadership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analyzes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eacher leadership in educa-
tion reform,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cellent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and enrichment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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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领导力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在美国兴起。1983 年美国发布《国家处于危机

中》，认为学生成绩的下降、学术标准的降低和教师专业素质的缺乏对国家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造成了

危机。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各州针对教师培训、资格认定以及工薪酬劳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条款，希

望藉此凸显教师作用，进而提升教育质量。但此次改革战略主要是通过外部标准加强对结果的控制，强

调政府和正式领导人员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1]。标准化和问责制使得教师职业“去专业化”和“技工化”，

教育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美国的专家与学者们还发现，教育中的问题来自教育科层化结构本身，高度

集中的权力结构与教师专业化发展逻辑相悖。因此，美国又兴起新一轮提升学校效能的改革。“赋权于

教师”和“教师专业化”成为当时最响亮的两句口号，教师对专业权力的呼吁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强

烈。1986 年，美国卡内基教育和经济论坛“教育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工作组呼吁重振教师队伍，主张“改

组教师队伍，组建一支新的教师队伍——领袖教师，他们应能在学校重建中发挥引领作用，并能帮助同

事达到较高的教学和学术标准”[2]。并在同年发表《国家之准备：21 世纪的教师》报告，再次强调教师

应该成为课程教育、学校重新设计、专业发展的领导者，成为改进教师成就的真正力量，他们为了适应

变化需要被授权新的责任和义务[3]。教师领导力的提出源于对教师专业化发展困境的回应，代表着教师

的专业性引起教育界重视，并成为 21 世纪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引起全球重视。由此，探析教师领导力

的内涵十分重要。 

2. 教师领导力的概念界定 

2.1. 教师领导的概念综述 

教师领导力的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利伯曼等人于 1988 年首次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教师

领导力”的概念[4]。近年来成为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教育改革和学校领导研究的重点。我国

关于教师领导力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 年，许景辉和李伟成两位学者首次引进美国教师领导力的概念[5]。
因此，我国关于教师领导力的研究仍处于西方教师领导力中国化的摸索阶段。教师领导力发展至今，国

内外学者关于教师领导力的概念已形成丛林景象。目前已有的教师领导力定义大体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能力说”；该观点将教师领导力视为教师实现组织目标的综合能力。因此，有研究者从

不同情况下教师领导力的表现对之界定。例如沃斯利将教师领导力定义为“鼓励同事变革以及不受领导

者影响地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的能力”[6]。托兰斯依赖于斯皮兰和科尔德伦的工作，将教师领导力定义

为“一种社会影响力的关系，区分专业知识而不是正式的地位作为权威的基础”。也有研究者从教学角

度定义：“教师所具有的影响、促进同事或其他共同体成员改进教学过程和条件的能力”[7]。还有学者

教师领导力划分为几种能力，由教学领导力、课程领导力、科研领导力、班级领导力和同伴领导力以及

社会关系领导力六个部分组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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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过程说”；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师领导力的核心即教师的专业行为和实践，教师以

其专业实践为触手影响学生学习、带动同伴教师形成专业共同体，进而促进学校改进和实践的过程。科

瑞斯、卡甘、富古森和汉恩等众多学者认为：“教师领导力即在学校中转换教和学的行为，这种行为以

学习为基础维系学校共同体，促进共同体的专业发展和生活质量”[8]。我国台湾学者李文玲认为，教师

领导是指教师依其正式职位或以非正式的方式发挥其知识、技能的影响力，引导同侪群策群力，改进教

育措施，参与教师学习暨领导社群、致力改善教与学，对学校利益相关人产生积极正面影响之历程[9]。
教师领导力是教师以其专业权威为媒介影响同伴教师、校长和学校的其他成员，以改进教学和学习，从

而促进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体现。 
第三种是“权力说”；早期的研究者将教师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职位带来的权力，特指教研主任、年

级主任等中层领导。随着其研究不断深入，教师领导力的“非权力”特征凸显。教师领导“在本质上是流

动的、非正式的；教师领导的主要特征是非正式的。在权力上，不再是单线影响，而是网状的相互联系，

层级被打乱，是一种“跨越群体边界的力量”[1]。可以这样理解，教师领导力在本质上是非正式、非等

级制的，不以职位为主，也不唯权力至上。在学校体系中，教师领导力隶属于每一位专业教师。 
综上所述，每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大都有“以偏概全”之嫌。“能力说”致力于阐述教师领导力

的本质和构成要素，忽略了其实践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过程说”清晰地描述了教师领导力的实践

过程，提供了领导力模型，但未将教师领导与教师领导力做出区分。“权力说”将教师领导力的权力来

源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未述清教师领导力的过程实践机制。 

2.2. 教师领导力的内涵特征 

从发展历史来看，教师领导力诞生之初就具备非正式、专业的特征。 
教师领导力形成之初先后受到社会民主、教育分权、教师专业化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成为教师领

导力的理论依据。在教育系统外部，社会民主和新管理理念的呼声水涨船高。社会民主呼吁学校作为民

主社群，将教师参与决策的问题推到学校的中心地带。美国的教师领导嵌套在公众对民主社会的诉求中，

教师领导与公众参与决策的逻辑本质一致，被视为社会民主的一环。同时期兴起的“教师理事运动”、

“民主行政运动”等要求组织教师共同解决教育问题，加强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程度的同时，成为学校

民主化的推动力，推动学校民主化进程，进而辐射社会民主浪潮。同样，在学校内部，正式的组织权力

体系压榨着教师的决策权力和生存空间，由此借着社会民主的浪潮，教师呼吁专业自主权和参与决策权，

控诉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认为除了教育部官员和校长等正式领导角色外，教师理应具备参与学校改革

和领导教学专业的权力，催生了非正式领导理念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末，西方兴起了崇拜市场机能、以企业为师的“新公共行政运动”。以新管理理念为

思想的企业改革影响着教育组织分权改革，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现实依据。这一管理理念冲击教育领

域，欧美国家将教育市场化，采取权力下放和问责制的策略，导致教师职业技工化严重，引起教师群体

的强烈不满。在随后的教育改革中，教师专业化被重新重视，逐渐参与决策过程，承担起学校改革的责

任。赋权于教师，让教师参与学校领导成为欧美国家学校改革的新路径。在教育系统内部，一方面面临

困难重重的教育改革，尤其是涉及教与学的专业化课程改革，标准化和问责制模式下的行政权力必然让

位于教育的专业权威和道德力量；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教师研究运动与教师专业化运动结

合，提出了“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要求，当教师抛弃掉自己作为受管理的技术工人这种角色，而承担新

的、作为“研究者、有意义的创造者、学者和发明者的角色时，蕴藏的观念就是教师是领导者，是能改变

当下和未来的教育者”[10]。 
从教师领导力的研究来看，教师领导力的分权特征凸显。教师领导力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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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在第一阶段中，学界把教师领导力的内涵理解为正式职位上的领导者所具备的能力。教师领导

者主要限于担任行政职务的管理者，其主要目标为改进学校运作效能[11]。教师领导者被视为担任正式职

务的人员，教师领导力也被定位于正式的角色和头衔上。这种偏向“英雄式领导”的认知尚未摆脱对教

师领导者个人的崇拜，是对传统领导的延伸。第二阶段学界对教师领导力内涵的研究关注教师专业发展，

把教师领导力具体化为教师的课程领导力和教学领导力方面，提出要直接地利用和发挥教师的教学专业

知识和教学专长，希望教师能对学校的课程和教学产生更大的影响，把教师作为课程领导者、教师开发

人员和新教师的导师，承担着更大的教学领导责任。第三阶段对教师领导力内涵的认识跳出传统的教师

领导角色，从班级拓展到专业学习社群的领导，强调教师在学校“重构文化”中的角色，教师领导力是

一个过程或思维方式，教师要实现从教学专业人员的思维方式转向领导者的引领式思维方式，而不是将

教师领导力定位于一个人的职位或角色[12]。 
 
Table 1. Research history of teacher leadership 
表 1. 教师领导力的研究历程表 

教师领导力发展阶段 主要思想 代表观点 

第一阶段： 
20c80s 末 

正式赋权

阶段 

教师领导行为说：将教师领导力

定位于正式职位，如年级主任、

课程负责人等 

卡特梅尔和莫勒等认为，教师领导是“具有领

导职务的教师，他们在教室内外领导和贡献于

教师学习者和领导者团体，是影响其他人以提

高教育实践质量的行为”[13]。 

第二阶段： 
20c80s 末~20c90s 中期 

课程参与

阶段 
教师领导能力说：定位于教师的

专业知识，课程领导力 

教师领导指的是教师通过有针对性地积累和传

递知识，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发展自己

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教育的需要的过程[14]。 

第三阶段： 
20c90s 以后 

自主合作

阶段 

教师领导力思维方式说：教师领

导力是一种将领导工作视为集体

能力，实现组织目标的思维方式 

教师领导力是教师个人或集体影响其同事、校

长和其他学校社区成员，通过改善教学和学习

实践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成绩的过程[15]。 

资料来源：① 孙杰, 程晋宽. 从领导行为到领导思维的转变——基于国外教师领导力理论的分析[J]. 高教探索, 
2019(12): 124-128. ② Silva, D.Y., Gimbert, B. and. Nolan, J. (2000). Sliding the Doors: Locking and Unlocking Possibilities 
of Teacher Leadership.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2, 779-804. 
 
Table 2.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eacher leadership 
表 2. 教师领导力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 来自文献的例证 

教学领导 
分布式领导 

教师领导的概念是在教育领导，特别是在教学领导和分布式领导的研究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16]。 

道德领导理论 
分布式领导 

教师领导从道德领导理论和分布式领导理论中汲取合理依据，转为一个明显的 
教育领导研究视角[1]。 

“平行领导”、“分布式领导”、

“参与式领导”、“转化型领导” 
从“平行领导”、“分布式领导”、“参与式领导”、“转化型领导”等领导理论 

探讨教师领导，赋予了教师领导很多内涵[11]。 

分布式领导理论 “教师领导力”由英文“teacher leadership”翻译而来，在我国有时翻译成 
“教师领导”，其理论来源主要为分布式领导理论[17]。 

 
从理论基础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教师领导力的理论基于教学领导、分布式领导、道德领导、参与

式领导而不断深化，其中分布式领导理论提及次数最多(见表 2)，进一步说明了教师领导力分权特征的合

理性。分布式领导核心即动态的领导角色分工，意味着职能的专业化和权力的分散和下移。事实上，于

个人而言，领导一所学校走向卓越任重道远。当今的学校中人员专业化程度高，普遍具备为学校构建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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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加瓦的能力。教师和其他员工参与学校决策增加决策科学性的同时，促进参与者对决策的理解进而推

进施行。因此，教师参与学校改革和决策是学校改进应对社会激烈变革的秘钥。 
依据学界给出教师领导力定义丛林，还是根植于教师领导力发展的历史轨迹，都有充分的论据证明

教师领导力具备三点特征。第一，强调非正式性；教师与校长不同，校长拥有法定的职位权力，而教师

领导力是教师专业发展和社会民主的内生需求，并非行政领导职位赋予；第二，强调专业性。教师更多

依靠其过硬的专业知识、能力和人格等获得学生、同伴、上级和社会的认可，而获得认可的过程就是其

潜在的领导力；第三，强调合作性，认为教师与同伴的关系至关重要，教师与学校组成学校共同体，教

师领导力引领同伴共同发挥作用。 
那么，什么样的领导能力具备以上特征呢？笔者认为是影响力。从教师领导力的发生机制角度分析，

教师身处于知识型组织，职位权力在知识型组织中并不适用，排在首位的是领导者的专业权威性和道德

品质。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更容易获得同伴教师和学生的信任，即潜在的影响力。从上述的教师

领导力特征角度分析，影响力并不需要强制权力和法定权力作为其硬性支撑，具备非正式性。获得追随

者发自内心的领导者往往并不是依靠其职位带来的刚性权力，而是领导者自身的专家权力和参照权力，

即领导者的专业知识或技能及其个人品质，也就是所谓的非权威影响力。由此，影响力具备专业性。将

领导力定义为影响力，其作用机制不似传统的硬性领导权力那么清晰。在领导过程中有被动参与和主动

参与的矛盾，且主动参与的效果优于被动参与。只有领导行为被追随者心悦诚服、内心自觉的接受，进

而激发被领导者参与领导行为、实现组织目标的积极性才是最有效的领导，同伴合作至关重要。合作是

影响力作用机制的核心。因此，教师领导力即教师为实现学校目标对相关人员施加影响的能力。 

3. 教师领导力的价值意蕴 

3.1. 教育改革之唤：提升教育质量的新策略 

我国教育改革正值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新契机，以简政放权、公共治理为基调，迈向优质均衡、内涵

发展、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事实上，教育改革以教学实践为切入点促进学校改进。教师在教改中的位置

无可替代。上至政府，下至学校领导者其改革意愿是通过教师的响应与执行来实现的。教师作为一线工

作者，是教育改革的践行者，如果缺乏教师的参与和引领，教改很容易沦为口号。教师作为教学改革的

关键，“对课堂问题和学校文化有着第一线知识的人，他们了解为做好工作所需要的支持”[15]。学生的

全面发展首先以教师的完善发展为前提并在教师的引领下完成，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和学校教育质量的关

键点在于教师。此外，出色的教师领导者会在教师群体之间通过专业素质对同事的专业发展起正向作用，

当有成就的教师示范有效的教学实践，指导新的教师，与教学同事合作，有助于创造一个更高效的专业

环境。因此充分发挥教师的影响力，激发教师主动性成为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的一条新路径。 
教育改革呼唤高质量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教育，是当前所有学校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全球各国

的教育改革证明以外部问责制和校长负责制为主的模式难以实现高质量教育。未来，学校的成功与否将

取决于领导者能否挖掘出组织内部人力资源的潜力，能否提升自身的内涵和领导意识，能否构建一支富

有责任感的团队[18]。立于理论，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校长无法单独领导，教师往往是现场领导者。因

此，教师的有效领导有助于提升学校整体的管理水平。毋庸置疑，学校教育领导与学校组织表现呈正相

关关系。教育领导的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对同仁、对学校组织绩效、组织氛围、组织改进、外部支持

等的影响。试想，高效的教育领导者贯穿学校组织上下，提升教育质量的难题迎刃而解。立于实践，教

师的教育领导力素质于高质量教育的重要性不是夸夸其谈，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西方的研究(尤其以美

国为主)不断强调教师具备领导力素养对学校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兴起教

育重整运动，在《国家之准备：21 世纪的教师》报告中，强调教师应该成为课程教育、学校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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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的领导者，成为改进教师成就的真正力量，他们为了适应变化需要被授权新的责任和义务。教

师具备领导力已经成为构建美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特质之一。英国于 90 年代初实施为促进弱学校改进的

“全面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在自上而下的深度改进过程中，学者们明确指出，学校改进成功的关键在

于教师的领导力。但在我国，学校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手中，教师的正式领导角色在

政策文本中鲜见。由此，强调卓越教师的教育领导力培养十分有必要。 

3.2. 教师专业发展之应：促进教师成长 

上世纪 80 年代，各国为提升教育质量，兴起以美国为主的教师专业化运动。当教师抛弃掉自己作为

受管理的技术工人这种角色，而承担新的、作为“研究者、有意义的创造者、学者和发明者”的角色时，

就扩展了教师是谁、教师做些什么的视野。在这种关于教与学的扩展的视野中，蕴藏着的观念就是教师

是领导者，是能够改变当下和未来的学校和学校教育的教育者[3]。教师专业化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教师

拥有有效地专业自主权，即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决策的能力。教师对领导力的需求源于教师群体对专业

自主权的诉求，赋权于教师意味着教师拥有自主权，同时赋予教师领导权。事实上，2022 年 4 月，我国

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提出“实施新周期名师名校长领航计划，培养造就

一批引领教育改革发展、辐射带动区域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的教育家”[19]。《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的出台，旨在说明单一学科的教学知识与技能难以肩负新时期的教育重担，新时代教师还需具备全面的

综合素养、远见的视野与格局及管理与领导能力。以优育优教为实践逻辑的国优计划为参照，高水平综

合大学与师范大学共同纳入教师教育赛道，未来的教师需要具备出色的教师素质才能在激烈的职业竞争

中脱颖而出。 
在我国教育管理体系下，教师专业发展领域最能体现教师的领导素质。从专业发展角度，教师领导

的最明显的效果之一是教师领导者自身的成长和学习。学习和领导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专业影响力要

求教师不断进行学习，而教师的高专业使其在同辈和组织中有一定话语权。从职业发展角度，教师领导

力是实现专业发展周期有机成长的秘钥之一。有领导能力的教师有助于加快从“新手”到“熟手”再到

“专家型教师”的生长进程。其次，领导学习与专业学习对教师个体而言，有助于教师个体领导力的修

炼与提升，促进教师个体专业发展，提升个体专业影响力，实现个体职业期待；对学校而言，有助于提

升“个体”到“团体”再到“组织”层次的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提高学校共同体的凝聚力，实现更高的

发展愿景。 

3.3. 卓越教师的必备素养：实现职业期待 

教育部于 2009 年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意见》，将培养卓越教师是新师范教育的应然选

择提升至政策设计层面。至今，卓越教师的专业标准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不断更新。新时代的卓越教师

除高尚的品德修养、专业的学科教学知识和技能等教学综合素质外，还应具备领航能力。中国政策范围

内对于教师专业成长的分级设置，包括荣誉制度和职称制度。目前的荣誉制度包括教育家型教师、卓越

教师、骨干教师等多个类别。荣誉制度反映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从最初的新手教师到最后少数优异教

师能到达的高度。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为依据，卓越教

师的荣誉级别高于骨干教师，未来专业高度需在骨干教师之上，并以教育家型教师为职业目标。卓越教

师基于骨干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之间，具化为有强烈和持久的教育情怀与信念，已形成个性化的教学艺

术和较为系统的教学思想，教学研究功底深厚，既有实践智慧又有理论涵养，在校外较大范围内有明显

影响力，对教学团队和学习共同体建设起核心作用[20]。强调领导力与卓越教师的必要性在于，我国的荣

誉制度往往与教师的职业地位挂钩，根据骨干教师自身的界定和描述，骨干教师被学者们视为中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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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头衔的领导型教师[16]。因此，卓越教师的职业期待应当是具备正式、角色本位的学校中高层领导者

卓越教师被期待成为学生发展的赋能者、同行的引领者、学校挑战的应对者、以及社区发展的推动者。

显而易见，具备领导力是实现卓越教师的角色期待的必要条件之一。 
事实上，在现有的卓越教师内涵手册上，尚未明确提出教育领导力是卓越教师的题中之义。现有的

专业标准聚焦于卓越教师的专业学科教学能力和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卓越教师的职业期待要求其具备

教育领导力，然而在职前培养实践中，教育领导力素养并未被大部分师范高校在培养方案中提及。卓越

教师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仍有脱节。 

3.4. 理论发展之求：丰富教育领导的需要 

在教育变革的今天，教育领导力的研究已在拓宽范围的基础上逐渐深入，横向上包括对区域教育领

导力的研究、校长领导力的培养和评价等研究、教师领导力的内涵研究等；纵向上，教育领导理论层出

不穷。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教育领导力的研究方向都指向了教师领导。海林杰教授认为校长

领导力的研究要从校长出发，而超越校长。“促进教师发展”和“引领教师学习”已得到不同领导模型的

普遍认同，对于赋能教师及其领导力建设的重视预示着人们关于“领导者是谁”的认识已发生根本转变

[21]。分布式领导、平行领导、参与式领导和教学领导为教师领导提供了理论依据。教师领导力是近年来

学校领导理论中异军突起的一股新生力量。这一理论将教师视为引导学校变革和发展的主力军。未来，

学校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领导者能否挖掘出组织内部人力资源的潜力，能否提升自身的内涵和领导意识，

能否构建一支富有责任感的团队[18]。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直接实施者，是落实教育政策、提升教育质量

的关键。教师领导力自然成为教育领导力的“触手”，在建设有效学校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教师

领导理论的发展对丰富教育领导理论极具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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