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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制”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实践与探索 

张  波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中学  518119） 

摘要：在学校行政管理队伍中推行“助理制”，让一些有热情、有干劲、有想法的一线骨干教师进入行政管理团队，担任部门主
任的助理，对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1、“助理制”有助于优化学校中层干部队伍；2、“助理制”有助于促进骨
干教师全面成长；3、“助理制”有助于提升骨干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在实践过程中要想让“助理制”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注意方
法和策略。1、助理的选拔要多向选择；2、助理的管理要采取聘任制；3、助理的待遇要淡化；4、助理的工作定位要清晰；5、助理
的培养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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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一所学

校办得好不好，责任在校长，关键在教师。一所学校的核心竞
争力就在于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学校的生命之源, 
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有幸福感的老师才能
培养出有幸福感的学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让老师们在平凡的
岗位乐教、爱教，是深化教育改革、搞好学校管理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一项大胆的
尝试，从 2016 年开始在学校行政管理队伍中推行“助理制”，
让一些有热情、有干劲、有想法的一线骨干教师进入行政管理
团队，担任部门主任的助理。经过四年来的实践与探索，先后
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层行政干部。有四名助理提拔为部门副主
任，还有四名助理提拔为部门主任，这些助理在学校的教育教
学管理工作中都能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助理制”的实施是我
校近年来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成效非常显著的做法之一。下面
我对学校近年来在“助理制”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进行简要
总结。 

一、“助理制”实施的意义 
“助理制”的实施之所以能够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起到显

著的成效，究其原因还在于“助理制”能够起到很多方面的作
用。 

（一）“助理制”有助于优化学校中层干部队伍 
“助理制”在学校中层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有很多积极的意

义。首先，“助理制”为学校的中层干部队伍注入了活力。担任
助理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们在工作中有着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
志，为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增添了活力，也激发了老的中
层干部们的工作热情；其次，“助理制”拓宽了学校选拔中层管
理干部的渠道。“助理制”相当于中层干部的青蓝工程，助理们
在学校领导和部门主任的引领下，优秀的助理能够快速脱颖而
出成为能够独挡一面的部门领导；再次，“助理制”有助于实现
学校行政干部队伍的“能上能下”。“助理制”是中青年教师向
中层管理干部发展的很好的缓冲带，可上可下，机制灵活，既
保护了青年教师，也保证选拔的中层管理干部的质量。 

（二）“助理制”有助于促进骨干教师全面成长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的标准，新时代的教师
需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师德修养、过硬的专业素养
和娴熟的教学技能。因此，教师的成长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教
学技能方面的成长，教师需要的专业素养是全方面的，教师的
成长也必须是全方面的，“助理制”的实施恰好能为骨干教师的
全面成长提供平台。首先，作为一名准行政干部，他们在耳濡
目染学校领导和部门主任开展工作的策略和方法的过程中，他
们的眼界、格局、和大局观都会提升；其次，部门工作相比一
线教学工作要更复杂、更严谨，助理们想要把工作做好的话，
需要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助理们经过助理岗
位锻炼之后，他们为老师们服务的意识和坚守岗位职责的责任
意识都会增强很多。再次，部门工作相比一线教学工作涉及面
更广、影响面更大，因此，助理们经过助理岗位锻炼之后，不

仅组织、沟通和协调能力会大大提升，他们的创新精神、创新
意识也是大大增强。 

（三）“助理制”有助于提升骨干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

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
较高层次排列。当老师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等低层次需要
得到满足后，就会有爱与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
要。“助理制”的实施恰好能满足中青年骨干教师们在自我成长
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通过“助理制”的实施，让更多的一
线中青年骨干教师有机会参与学校管理，获得直接的行政体验，
也在这个参与中得到锻炼，增长行政管理才干。在助理岗位锻
炼的过程中，有进取心的助理能够快速脱颖而出，进入中层干
部队伍行列，获得更大的平台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实现自我的
价值，进而提升他们的职业幸福感。小部分在助理岗位表现不
尽人意，回归一线教学的助理，他们的格局、视野及综合素养
也会有一定的提升，对学校管理的运作及其意图也会有更深层
次的理解，从而在后续的工作中与学校领导、同事之间会多一
点配合，少一些无谓的摩擦和抵触，他们的教育幸福感也会有
不小的提升。 

二、“助理制”实施的策略 
从理论层面来说“助理制”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确实能起

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要想让“助理制”真正发
挥作用，还需要注意方法和策略。以下是笔者在学校近年来“助
理制”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几点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助理的选拔要多向选择。 
“助理制”实施的目的虽然是给更多的一线教师提供锻炼

成长的平台。但是，作为一名准中层干部，助理在工作岗位的
表现在教师群体当中也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助理的选拔
要慎重，要进行多向选择。可以采取学校推荐和个人自愿报名
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各助理岗位的竞聘候选人。入围候选人的老
师必须是有较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有服务意识、有干事创业
热情的中青年骨干教师。竞聘候选人产生之后，学校再组织竞
聘答辩和民主测评，然后根据给候选人的答辩情况、民主测评
情况以及学校领导和部门主任的意见确定助理人选。 

（二）助理的管理要采取聘任制。 
“助理制”的实施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有助于实现学校行政

干部队伍的“能上能下”。因此，学校在进行“助理制”实践时
对助理的管理一定要采取聘任制，聘期可以为一年，一年后学
校领导和部门主任根据助理的岗位履职情况考虑是否续聘，表
现优秀的助理在连续聘用满三年后可以考虑提拔为学校中层干
部。表现优秀的助理在一年聘期结束后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
意愿选择接受学校续聘或者回归一线教学岗位。“聘任制”的机
制能够实现教师在助理岗位上的“能上能下”，让更多的中青年
骨干教师有机会参与学校管理，为学校建设一支师德优良，业
务精湛的中层干部队伍提供更为广泛的选材面。 

（三）助理的待遇要淡化。 
助理的角色介于普通教师和中层干部之间，由于工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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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适当体现一点待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强调
助理待遇的话就违背了“助理制”实施的初衷。“助理制”实施
的初衷是为更多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提供锻炼成长的平台，实
现学校和个人发展的双赢。助理岗位对助理们既是锻炼，也是
考验。既锻炼助理们的综合素养，也考验助理们的服务意识、
奉献意识和大局意识。因此，我们主张要淡化助理待遇，老师
们在担任助理之后原有的工作量不能减少，其他福利、绩效也
不增加。如果学校让助理们享受了少许待遇的话，有可能会让
老师们产生意见，进而影响助理们工作的开展。在待遇这一点
上，学校领导和助理们都要达成共识，不要因为一点点待遇而
因小失大，影响干群关系，降低“助理制”的积极作用。 

（四）助理的工作定位要清晰 
作为部门主任的助理，要想真正在岗位上锻炼成长的话，

他们的工作定位一定要清晰。助理虽然是协助部门主任开展工
作，但是助理不等同于干事，干事的主要任务是把主任交代的
事情做精、做细、做实。而助理是需要创造性开展具体的一项
或多项工作，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只有这样才能把助理
培养成将来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层干部。因此，学校领导和部门
主任对助理的工作要有清晰的定位，要让助理在部门主任的指
导下独立负责一项或多项具体工作，要激发他们工作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要给他们锻炼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助理们对自己的

定位也要有清晰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听从部门主任的吩咐，对
自己负责的工作要积极主动思考，有好的想法、建议和主张要
及时跟部门主任交流、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从部门主任身上学
到更多行政管理的智慧和策略。 

（五）助理的培养要多元 
一名助理要成长为优秀的中层干部需要助理们的全方位成

长，因此，助理的培养和锻炼不能局限在日常的助理工作之中。
学校还要采取多元的培养措施促进助理们的全方位成长。例如：
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让助理们参加教育管理、行政
管理方面的培训；定期组织助理们进行工作经验分享，交流各
自在助理岗位上的心得体会；定期组织助理们进行有关学校管
理的演讲和答辩，提升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水平。组织
助理们到优质学校进行跟岗学习，吸收和借鉴别的学校的一些
好的经验和做法。 

以上内容就是我校近年来在“助理制”实践过程中总结的
一点经验。“助理制”实施的策略和方法得当的话，确实能够有
效推动学校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学校的管理实效，增强全校师
生的幸福感。我校实施助理制四年来，中层行政干部队伍的活
力焕然一新，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随之而来
的是学校近几年的办学成绩逐年攀升，2019 年中考更是创造了
近十年的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