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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领导力：内涵特质、结构模型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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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学校教育发生深刻的数据化转型袁当下学校数据的使用正在逐渐转为一种有领导的组织行为袁

这亟须学校领导者提升内在的数据领导力遥 研究基于数据素养和教育领导力的双重理论源流袁廓清了数据领导力的内

涵特质袁通过对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和德尔菲法构建了涵盖数据规划力尧数据建设力尧数据决策力和数据引领力 4个

一级要素和 19个二级指标的数据领导力结构模型遥结合美国 Chase Bluff学校的案例分析发现袁数据领导力的实践路径

主要包括营造野拥抱风险冶的学校数据文化氛围尧完善数据体系与数据制度的双向创生尧组建多元共生的核心数据团队尧

彰显数据领导者的个人行动哲学遥 数据领导力的提质发展则可以依托如下路径实现院制订数据领导力标准袁明确数据领

导者的培育规格曰基于项目制形式袁开展多向度的数据领导力提升课程曰通过数据使用的现场学习袁增进领导者的实践

智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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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院学校数据的使用正转为一种有
领导的组织行为

大数据时代正裹挟着变革的浪潮汹涌而至袁这
给社会产业及学校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遥
就当下的学校实践来看袁 数据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了
学校政策和行动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袁 并日趋与学
生学习尧教学改进尧学校治理紧密勾连为整体遥 可以
说学校正在从过往的 野数据无涉领域冶渊Data-free
Zone冤逐渐转型为野数据过载领域冶渊Data-overloaded
Zone冤[1]遥
在此过程中袁学校数据的使用也悄然地成为了一

种集体组织行为遥 在大规模数据汇流尧学校数字化治
理的背景下袁以往个别教师开展的小规模尧分散化数
据实践形式逐渐被更为广泛的大体量尧集中化数据行
动取代袁在多人员尧多来源数据的交汇和融构之下袁数
据使用正在被重新定义和践行袁从而成为学校共同的

组织行为遥 需要明晰的是袁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的学校
数据使用理应得到其中核心领导力的驱动袁这也意味
着学校领导者对此过程需产生有力引领及深度助推遥
但相关研究表明袁中小学领导者通常在该领域表现出
孱弱的领导力袁甚至直接处于领导的缺位状态袁这在
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学校在数据洋流中反复挣扎袁也致
使教师始终缺乏足够充分的组织支持来发展数据素

养遥 因此袁如何生发并延展学校领导者的这种数据领
导力便显得尤为迫切遥

虽然加强数据领导力的呼声在学校数据复杂化尧
系统化的倾向中愈发强烈袁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袁无论
从实践分析抑或是理论建构来看袁目前有关学校领导
者如何开展数据领导的研究仍然微乎其微[2]遥 有鉴于
此袁本研究将聚焦于大数据时代下学校领导者的数据
领导力袁 旨在廓清该概念的内涵特质及结构模型袁并
尝试明晰数据领导力在学校中的实践路径袁最终构建
出数据领导力的提升策略及培育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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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数据领导力院理论源流与内涵特质

渊一冤数据领导力的理论源流院数据素养与教育领
导力的有机嵌合

对数据领导力的深入阐释需率先回溯其上位的

理论渊源袁可以洞见的是数据领导力主要承继于数据
素养与教育领导力袁是这两大理论在边界弥合之后的
有机嵌融遥

一方面袁 数据素养主要指向个体在数据收集尧处
理和使用等方面的智慧与能力[3]遥 考虑到数据领导力
的主体通常以学校校长尧骨干教师为代表袁因此袁本研
究也更多地聚焦于教师立场的数据素养袁而非普遍意
义上的公民数据素养或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等遥就教师
数据素养而言袁美国学者 Mandinach等人对其作出了
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袁即野教师通过收集尧分析和阐释不
同类型的数据来助力教育教学工作袁同时将数据转变
成可操作的教学知识与实践能力冶[4]遥 可以看出袁教师
数据素养起始于教师对数据的理解和把控袁导向的最
终目的则是改进学生学习和学校整体效能遥在此基础
上袁有大量学者开始对教师数据素养进行了内在结构
的厘定遥譬如袁刘雅馨等人提出袁教师数据素养应当包
括数据意识与态度尧数据基础知识尧数据核心技能和
数据思维方法四个层面[5]遥此外袁还有学者针对教学决
策情境强调教师数据素养应当包括知识技能尧教学实
践尧教学探究和态度意识[6]遥

另一方面袁教育领导力主要表现为学校领导者实
施领导行为以达成组织目标袁同时积极影响学校其他
成员的能力[7]遥教育领导力集中显现在学校的规划尧建
设和决策等环节中袁已经成为了现今学校转型发展和
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动力袁也成为了学校组织关系的
核心凝聚力遥 目前袁教育领导力已经在学校不同场域
中生成了教学领导力尧课程领导力尧政策领导力尧信息
化领导力等次级概念袁并且各自发挥着浸润式的领导
效应[8]遥而在其概念谱系不断丰富交错的同时袁教育领
导力背后的价值立场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院教育领导
力逐渐从传统的强调野个人式领导冶转而关注野分布式
领导冶袁从重视野权力的获得与占有冶转而聚焦野协调的
关系和过程冶[9]袁而这在本研究的学校数据领导中同样
将得到充分关注遥

不言而喻袁仅仅拥有个人的数据素养抑或是普适
性的教育领导力均无法实现有效的学校数据化领导袁
数据素养与教育领导力之间唯有开展深度的有机整

合袁实现边界的打破和内容的交织袁方能生成独特的
数据领导范式遥

渊二冤数据领导力的内涵特质
在正式根据双重理论源流明确数据领导力的内

涵特质之前袁仍需考察有关学者对该概念的现有研究
以厘定其既存图景遥数据领导力在既有研究中伴随着
教育问责制的深入而出现院校长等领导者需要明确学
生学业成绩数据及其在学区中的相对定位袁进而捕捉
数据的变化动态袁以应对绩效问责[10]遥 因此袁早期的数
据领导力被较为狭隘地定义为野学校领导者自身的数
据运用能力袁也包括对教师的示范尧指导和解释冶 [11]遥
此时袁数据领导力更多地局限于校长领导教师基于数
据进行教学改进袁提升学业质量遥 但随后这类行动的
外延便迅速扩展至教师评价尧学校管理等领域袁且逐
渐衔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袁这对数据领
导行为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遥 但与之相对地袁已有研
究中的数据领导力概念仍旧未得到充分的反思及更

新袁始终缺乏结构内涵的针对性臻善遥
综合以上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已有研究利弊袁本研

究认为袁数据领导力是指在学校数据化治理的过程中袁
学校领导者能够将自身的数据素养有机融入领导行为

当中袁 进而开展有效的数据规划尧 数据建设和数据决
策袁同时引领师生共同参与学校数据实践袁影响并提升
其相关的数据能力袁以实现学校的共同目标与愿景遥数
据领导力的内在特质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院 在领导主
体上秉持敞蔽开放的原则袁可以由学校校长尧数据首席
专家尧核心骨干教师等人担任数据领导者职位袁有效缓
解传统领导者多重权责的同时袁 又赋予了数据领导者
充分的专业性遥 在领导理念上实现个人式领导与分布
式领导相结合袁 制度授权与组织赋能作为数据领导力
的两大合法性来源袁 要求领导者既能针对学校数据进
行个体化的明确决断袁也能在集体行动时兼容并蓄尧循
环反哺遥在领导目标上达成全方位多层级的革新袁学校
数据使用的目的不再被桎梏于传统简单的教学改进袁
而是延伸至教师专业发展尧学生五育成长等层面袁通过
数据领导的模块化和网络化相结合进而提升学校的整

体品质袁以推动学校始终走在数据时代的浪潮前端遥
无论从微观学校组织还是从宏观时代背景来看袁

数据领导力均扮演着不可阙如的角色院一方面袁它帮
助学校领导者透过数据脉流与师生建立起客观化尧赋
能化尧互动化的全新连结袁打破了以往学校内部的会
话结构和行动逻辑袁在大数据的环境中实现了新型领
导关系和领导意义曰另一方面袁数据领导力体现了外
界的大数据浪潮对学校领导者能力的最新要求袁它能
有力回应大数据给学校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袁是顺
势推动学校数据化转型的关键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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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数据领导力的结构模型

渊一冤数据领导力结构模型的初步建构
数据领导力是新时代学校数据化治理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袁而如何对其内部的要素指标及结构模型进
行构建则成了对数据领导力进行观测尧实施和评价的
重要举措遥 为此袁本研究秉持野自下而上冶的扎根式建
构方式袁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该主题的现有文献进行编
码袁从而厘出数据领导力中关键的二级指标袁进而对
不同的指标进行聚类合成一级要素袁最终形成数据领
导力的二阶模型遥

在该路径之下袁 本研究首先选择中国知网
渊CNKI冤和 Web of Science作为文献数据库袁以野数据
领导力冶野数据素养+领导力冶/野Data leadership冶野Data
literacy + Leadership冶为主题词袁最终检索并筛选获得
129篇与本研究相关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遥随后袁将
已获得的文献编码为 ANSI格式袁 并导入 Bicomb 2.0
软件进行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遥 研究初步提取出
342个高频关键词袁 通过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及筛
除与数据领导力主题无关的关键词之后袁 最终得到能
够表征其二级指标的有效关键词 98个遥表 1对频次排
名前 20的关键词进行了呈现袁 可以发现这 20个关键
词的总频次为 494次袁占关键词总频次的 71.17%袁故
能够较为充分地代表数据领导力研究的关键词样本袁
因此袁也可以被视为数据领导力所显现的二级指标遥

表 1 数据领导力高频关键词渊二级指标冤

随后袁本研究利用 Bicomb进一步将以上 20个二
级指标转化为 20伊20的词篇相似矩阵袁采用 1原相似矩
阵的方法袁得到 20个关键词的 Ochiai系数相异矩阵遥
相异矩阵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关键词之间的相异性袁
而根据 Ochiai系数可以得到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聚类
及分离的程度袁 并以此作为从二级指标中生成一级要
素的主要参考遥在此基础上袁本研究结合二级指标的具

体意涵袁对其进行归类得到 4个一级要素袁并结合每个
要素中二级指标的共同指向袁将其分别命名为野数据规
划力冶野数据建设力冶野数据决策力冶野数据引领力冶遥

至此袁 本研究初步建构了由 4个一级要素和 20
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数据领导力结构模型遥 具体包括院
数据规划力渊数据思维尧数据意识尧数据敏感性尧学校
战略冤尧数据建设力渊数据管理尧数据收集尧数据安全尧
资源整合尧数据更新尧数据系统冤尧数据决策力渊数据知
识尧数据分析尧数据技能尧专业判断尧数据解读尧数据应
用冤尧数据引领力渊分布式领导尧数据指导尧同伴协作尧
交流共享冤遥

渊二冤数据领导力结构模型的验证调修
为了对初步建构的数据领导力二阶模型进行可

靠性验证袁本研究进一步采取德尔菲法邀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对其作出评价遥 研究采用李克特渊Likert冤五点
量表设计了叶数据领导力结构模型的专家咨询问卷曳袁
对 12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 4 个一级要素和 20
个二级指标的认同度咨询遥

第一轮专家意见咨询结果的 Cronbach's 系数

为 0.817袁 表明本次专家咨询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
度遥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袁4个一级要素的认同度
得分均值介于 4.20~4.51之间袁满分率超过 58%袁变异
系数均小于 13%曰对于 20个二级指标而言袁专家对其
评分的结果位于 4.08~4.66之间袁满分率均超过 25%袁
变异系数则小于 16%遥 由此可见袁专家对现有的数据
领导力结构模型持有较高的认同度和一致性袁故对其
中的一级要素和二级指标总体予以保留遥

此外袁专家在反馈中还提出了如下共性问题院野数
据决策力冶当中的二级指标野数据技能冶与其他的野数据
分析冶野数据解读冶 等存在一定的包涵和重叠关系遥 据
此袁本研究对野数据技能冶与其他二级指标进行了对比袁
认为相较之下袁野数据分析冶野数据解读冶 等指标能更为
细致及明确地体现决策过程中所需的具体能力袁 故对
后者进行保留并删去野数据技能冶指标遥有鉴于此袁本研
究对数据领导力的模型进行了修正袁 最终形成由 4个
一级要素和 19个二级指标构成的二阶模型遥此模型也
在第二轮专家咨询中取得了良好的认同度得分和较

高的满分率尧变异率袁最终通过专家验证遥
渊三冤数据领导力结构模型的最终确立
作为一种复合式概念袁数据领导力遵循了野数据

素养与教育领导力嵌合冶的发生逻辑遥在该路径之下袁
数据素养有机地融入教育领导力当中袁通过耦合与再
创袁最终建构成集数据规划力尧数据建设力尧数据决策
力尧数据引领力 4个一级要素袁数据思维尧数据意识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数据知识 61 11 数据指导 19

2 数据分析 44 12 数据意识 18

3 数据思维 41 13 数据更新 17

4 数据管理 38 14 数据解读 17

5 数据技能 32 15 同伴协作 15

6 分布式领导 32 16 数据应用 13

7 数据安全 27 17 数据敏感性 13

8 数据收集 26 18 数据系统 13

9 资源整合 22 19 交流共享 12

10 专业判断 22 20 学校战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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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敏感性等 19个二级指标为一体的数据领导力结
构模型渊如图 1所示冤遥不同要素及指标显现出各异的
实践内涵袁进而通过结构性的功能联动实现数据领导
力的内在生成和有机运转遥

图 1 数据领导力的结构模型

1. 数据规划力
数据规划力统筹领衔着其他三个子领导力袁并在

其中发挥着基石和先决导向作用遥 具体而言袁数据规
划力涵盖了数据思维尧数据意识尧数据敏感性和学校
战略四个二级指标遥具备数据规划力的学校领导者通
常能够依据现有数据明确学校的发展走向袁并制定行
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案遥这便要求领导者首先熟悉国家
及地方教育数据化政策袁清晰教育大数据的历史脉络
及当下定位袁具备较高的数据开放度尧敏感性和洞察
力袁并形成一种野数据自觉冶袁以此科学制定学校中长
期发展规划遥此外袁还需要结合学校层级的数据特征袁
寻找数据结构所凸显出来的学校优劣之处袁针对性地
打造学校教育特色和风向指标袁同时弥补学校发展过
程中的既有缺陷袁综合形成学校战略目标及方向遥 当
然袁领导者还尤其需要谨防在数据规划过程中容易出
现的野数据形式主义冶[12]袁切实令数据规划落地生根遥

2. 数据建设力
数据建设力主要关注学校领导者如何将有关数

据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学校数据化系统和工程的建

设当中遥 从外延来看袁它主要包括数据收集尧数据管
理尧数据安全尧资源整合尧数据更新尧数据系统袁而在具
体领导行动中袁以上要素通常以相互交融的形式在两
方面得以呈现遥 其一袁领导者对学校内部的背景数据
渊师资配备尧硬件设备等冤尧输入数据渊学生出勤率尧学
校资金投入等冤尧过程数据渊课程教学质量尧学生作业
表现等冤和结果数据渊学生学业成就尧师生幸福感等冤

建立妥当的类别框架袁依托该框架对学校数据进行收
集尧筛滤及管理袁从而形成多模态的学校数据库袁且促
进数据库的自我更新与持续流动袁并确保数据隐私的
安全遥其二袁建基于前期夯实的学校数据系统袁领导者
可进一步与区域内的其他学校数据系统实现兼容和

对接袁 构筑学区范围或学校联盟的共同数据网络袁架
构联通联动的数据共享机制袁以此打造数据高地全面
辐射大规模学校治理遥

3. 数据决策力
数据决策力是学校数据领导者身份的直接体现袁

也是数据领导力四个一级要素中的核心所在遥 它主要
指学校领导者能够通过采集尧分析和挖掘各类数据袁把
握学校管理尧教育教学中的事实现状尧关系规律尧因果
机制袁据此形成专业判断并产生对应的结论及决议遥事
实上袁 数据决策力背后代表了一种领导范式与决策实
践的转型袁 这要求领导者能够从以往 野基于经验的决
策冶渊Experi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冤转变为野基于
数据的决策冶渊Data-based Decision Making冤遥 不仅如
此袁领导者更要理解数据中内蕴的丰富教育价值袁生成
教育本位的数据领导袁从循证立场尧复杂立场尧系统立
场和关系立场出发袁将学校数据作为决策的脚手架袁使
得决策程序朝向科学化尧透明化尧协作化的特征形塑遥

4. 数据引领力
倘若说前三个子能力更多地聚焦于领导主体的

内在潜质与独立品性袁那么数据引领力则是学校领导
者由野自我内发冶走向野互动外衍冶的一种持续辐射能
力遥因此袁由分布式领导尧数据指导尧同伴协作尧交流共
享等指标组成的数据引领力要素凸显了其独特的定

位遥 Huguet指出袁领导者对于建立学校数据使用的规
程尧结构和环境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袁而这种责任同
样表现在如何发展其他教师成为合格的教育数据使

用者上[13]遥 具体而言袁数据引领力在领导者身上能够
显现为院建立良好的数据使用环境与文化袁在数据规
划尧建设尧决策等过程中带领教师共同参与袁推动教师
承担一定的数据领导职责和角色袁并为教师创造使用
数据系统的机会袁鼓励各学科教师使用更多类型的数
据袁增强其数据卷入度遥在必要情况下袁领导者还会切
身为教师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导袁进而提升学校多元主
体数据素养的底层高度遥

四尧数据领导力的实践路径要要要基于美国

Chase Bluff学校的案例分析

如何切实在学校场域当中发挥数据领导力的效

用袁是凸显和决定其实践生命力至关重要的一环遥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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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袁Jimerson等人基于协作式数据使用模型袁 以美国
得克萨斯州 Chase Bluff学校渊化名冤为案例袁通过长达
一年的调查袁 探寻作为领导者的 Rhodes校长是如何
在其中发挥其数据领导力的[14]遥 鉴于得克萨斯州长期
针对学校领导和教师资质提出数据素养要求和继续

教育努力[15]袁故该案例分析的结果将对数据领导力的
有效施行产生启示意义遥

渊一冤生态层院营造野拥抱风险冶的学校数据文化氛围
作为孕育学校数据实践的生态环境与基质温床袁

数据文化氛围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立

场加持袁而学校领导者则需要依托数据领导力来悉心
引导尧潜心打磨遥
一般而言袁学校氛围在数据化转型过程中通常会

历经两个阶段院第一阶段是以野保守滞后冶为特征的数
据文化氛围遥 在该氛围之下袁学校沿袭了传统的问责
导向袁学业成绩尧教学绩效都被全面而轻易地以数字
化形式表征袁学校数据实际上成为了问责制度的执行
筹码遥 为了突破既有桎梏与囿限袁Rhodes校长尝试推
动 Chase Bluff学校走向以野拥抱风险冶为特征的数据
文化氛围渊Risk-embracing Culture of Data Use冤遥 在进
入第二阶段数据文化氛围之后袁学校各类教职人员能
够从数据问责制当中得到极大的解放和松绑袁不再仅
仅拘泥于数据与个人表现的绩效关联袁而是勇于通过
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去迎接学校教育当中可能会到来

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遥
为了达成野拥抱风险冶的学校数据文化袁学校领导

者需要建立明确且一致的数据使用目标袁在此基础上
逐渐削弱作为野控制冶的数据形象袁同时正向强化作为
野变革冶的数据导向袁形成平等开放的数据合作关系尧
宽松友好的数据沟通氛围袁 领导全体成员共同创新袁
进而面对学校中的教育风险[16]遥 譬如袁在 Chase Bluff
学校当中袁Rhodes校长便采取了一种野学院派冶的数
据领导风格袁 通过数据所有权到数据使用权的散发袁
推动学校数据工作的底部下沉袁促进了学校范围内数
据知识和话语的共享流动遥

渊二冤系统层院完善数据体系与数据制度的双向创生
在良性循环的数据生态环境得以构筑之下袁学校

领导者还需在系统层面开展野硬件冶数据体系和野软
件冶数据制度的建设袁推动两者在学校数据治理的系
统支撑中相契相生遥
就前者野硬件冶数据体系来看袁学校领导者需要首

先建立多维学校数据系统袁充分描绘学生尧教师尧学校
多群体的数字画像袁搭建成嵌套式的数据结构袁实现
学校数据在上下级面板之间的交互共治遥 其次袁创新

数据资源的更新路径和维护方式袁不断通过野体系内
迭代冶和野体系外融通冶两条路径来为已有系统注入运
转的活力遥 据此袁Rhodes校长在 Chase Bluff学校中架
构了兼顾学业维度尧社会维度以及情感维度的三位一
体数据体系袁随后通过野基于数据的领导冶来实施决策
行为袁并进一步监测与评析决策效果袁从而生成野基于
领导的数据冶袁以实现内部的有效自循环遥

而后者野软件冶数据制度则要求领导者能够推动
学校从个人领导依赖走向集体制度依赖袁通过明确学
校数据目标袁制订学校数据制度标准袁完善教师使用
数据的规章保障工程袁使得隐性的数据制度与固有的
数据体系逐渐匹配共鸣遥 Chase Bluff学校在校长的倡
议下长期实行了 野数据反思冶渊Reflection on Data冤制
度袁教师必须在规定的教学尧研讨和活动之后利用数
据系统来进行自我总结及反思遥 如此一来袁数据系统
的利用率不仅大大提升袁而且教师对数据使用的承诺
度和积极性也明显改善遥

渊三冤组织层院组建多元共生的核心数据团队
建设以数据团队渊Data Team冤为代表的学校数据

共同体是数据领导力在组织层面实现协作化实践的

关键环节遥数据团队不仅能助力学校领导者贯彻数据
领导意图袁更能采取网格式的推进策略达成数据工作
的覆盖与衔接袁因此袁近年来也普遍得到了欧美学校
的青睐[17]遥 在数据团队的实际组构过程中袁可以吸纳
包括学校领导尧学科教师尧数据分析员等多元角色在
内的 6~10名核心成员袁 并广泛吸纳学校数据的利益
相关者作为团队观察成员遥 在数据团队的功能定位
上袁一方面扮演着专业共同体的身份袁实现由团队领
导者统筹合划之下的共同数据活动袁在集体化的专业
审议尧咨询和决策过程中化解各种难题曰另一方面还
发挥着学习共同体的效用袁借助有领导的社群化学习
模式及合作式探究的问题解决思路袁数据团队能有效
地打破成员之间的藩篱袁在团队的同一目标达成过程
中各成员数据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遥

Chase Bluff学校的数据团队中袁Rhodes校长负责
直接领导工作袁助理校长 Green承担了实际上的团队
管理工作袁此外团队中还包括 6名不同学科的教师尧1
名数据指导专家遥 在历时 9个月的学年当中袁数据团
队共计召开了 10次会议袁 针对团队成员提交的学校
发展问题征求意见并利用相关数据探讨其成因袁起草
学校改革方案且利用数据监测来协调资源分配及效

果评估遥 在数据团队的阶段性工作结束之际袁学校发
生了循证导向和发展定位的显著改观袁团队内部的成
员更是生成了作为数据使用者的身份认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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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个体层院彰显数据领导者的个人行动哲学
在数据领导力实践路径的个体层面袁领导者往往

容易反复地停滞在帮扶尧指导和执行等表层化尧具象
化尧操作化的行为之上袁以至于陷入领导无力的困境
之中遥细致周全的指导固然能为教师数据素养的提升
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袁 但倘若领导者始终亲力亲为袁
那必然无法实现学校整体台阶式的跳跃遥 对此袁
Rhodes校长逐渐意识到必须立足更高层位来开展学
校的数据领导工作袁 逐步确立属于自己的行动哲学袁
并重新依此来高屋建瓴地践行领导思路遥

事实上袁每一位数据领导者都应当挖掘并形塑自
身的行动哲学遥它解释了领导者秉持何种数据领导的
价值立场袁从何种视角看待学校的数据化环境袁如何
界定自身的数据领导权能袁生产出了哪些领导话语体
系袁进而外显或衍生出何种同质取向的领导行为遥 一
旦数据领导者生成或选择了自身的行动哲学袁那么这
将为其数据领导奠坚夯实的方法论基础袁以内在的应
然立场来统领数据领导走向一致和高效袁不再迷失于
林林总总的具体领导行为森林当中遥

需要警醒的是袁领导者必须对其行动哲学做出适
切性与可行性的确认袁因为不同的行动哲学可能会将
学校引至迥然不同的道路遥 譬如袁Avidov-Unger 与
Eshet-Alkalai认为袁学校场域中的数据技术实施有两
种典型的行动范式院 一是由点及面的岛屿创新范式
渊Islands of Innovation冤袁 二是系统推进的综合创新范
式渊Comprehensive Innovation冤[18]遥 这两者背后折射出
了大相径庭的行动哲学袁数据领导者则要在事实理据
和价值伦理之中进行综合判断和主动生成遥

综上所述袁 数据领导力在学校当中总体遵循了
链式的实践路径袁 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四层级聚
化态势袁 而自个体层到生态层的顶部沉降也是数据
领导力在学校范围内实现多主体尧 多方位扩散和浸
透的过程渊如图 2所示冤遥

五尧结语院在理论与实践的融贯中推动数据
领导力的提质发展

数据领导力的提质发展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

动之中实现袁从野标准冶野项目冶至野实践冶的三条路径可
以成为形塑数据领导力的主要渠道院第一袁制订数据
领导力标准袁明确数据领导者的培育规格遥 在教师教
育专业主义视角之下袁唯有数据领导力标准的制订方
能为后续数据领导者的合规培育树立标靶遥政策制定
者可以参照叶中小学校长信息化领导力标准渊试行冤曳袁
重新颁布并确立专门的数据领导力标准袁根据其内涵
与结构来明确领导者需要达成的目标尧 范围及水平遥
第二袁基于项目制形式袁开展多向度的数据领导力提
升课程遥 相关课程可以由师范院校及教育部门共建袁
课程期间主要以工作坊或导师制等具体途径开展数

据素养尧教育领导力尧数据领导力的能力提升项目袁注
重满足领导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袁并实现对学习成效
的纵向追踪评价[19]遥 第三袁通过数据使用的现场学习袁
增进领导者的实践智慧遥 研究表明袁教育信息技术类
的培训项目给学习者带来的持续效果较为有限[20]袁为
此袁领导者需要立足真实的学校情境开展具身的现场
学习遥 实践式学习渊Practice-based Learning冤模式和工
作嵌入式渊Job-embedded冤行动机制等均可以帮助领
导者在数据使用现场实现个体认知尧社会情感的充分
参与袁从而融入习得尧内化尧实践尧反思尧评估的良性循
环过程遥

图 2 数据领导力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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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Leadership: Connotation Traits, Structural Models and Practice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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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brought a profound data transformation to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use of school data is gradually turning into a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which urgently needs school
leaders to improve their inherent data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dual theoretical sources of data literacy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leadership. Then, through
the keyword co -occurrenc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nd the Delphi method, a structural model of data
leadership is constructed, covering 4 primary elements of data planning, data building, data decision -
making and data leadership, and 19 secondary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hase Bluff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path of data leadership mainly includes creating a school
data culture atmosphere that "embraces risks", improving the two-way creation of data system and data
institution, forming a core data team with multiple symbiosis, and highlighting data leader's personal
philosophy of action. The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data leadership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paths: formulating data leadership standards to clarify the training specifications for data leaders;
developing multi-dimensional data leadership improvement courses based on the project; and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leaders through on-site learning of data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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