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99

强化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应用 

刘翰墨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逐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高校的健康发展，既

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形势下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目前高校但还存在制度陈旧、管理效率低下、缺乏监督及内控体

系等许多问题，为了确保其科学、活力、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必须要不断深化高校改革，并引入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到高校管理

当中，强化主要可以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两者相辅相成。本文结合高校管理实际从强化理论角度阐述该理论应用到高校管理、改

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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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最早提出强化概念的是俄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在

他的经典反射实验“应答性反应”实验中，信号与反应间建立联系

是依靠本能。而在另一个关于强化的操作条件反射实验中，美国心

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通过对有机体在触碰机关导致的两种

相反效果—得到食物和受到电击，来强化白鼠的行为—触碰机关和

放弃触碰机关。斯金纳所提出的强化理论是以学习的强化原则为基

础的关于理解和修正人的行为的一种学说。他认为强化现象是人们

行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是否做出某种行为取决于行为的后

果，白鼠触碰实验展示给人们的是:强化的本质就是使用一套奖惩制

度，通过鼓励某种行为，同时忽视或惩罚另一种行为来达到学习的

目的。强化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通过行为后果反馈给行为人的方式

来实现的，可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正强化”是积极的强

化，它在行为之后出现，是对某种行为的肯定和鼓励，如果行为的

后果有利，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在以后重复出现；“负强化”则是在

个体做出某种行为后，如果行为的后果不利，这种行为就减弱或消

失。因此，人们根据反馈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简要来说，就是

强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强化理论对高校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二、强化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应用问题 

高等学校泛指对公民进行高等教育的学校，是大学、学院、独

立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的

统称，简称高校。高校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大部

分高校管理仍然沿用旧时的传统理念和传统模式，并没有对管理体

系进行科学化的变革。而传统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显露，表现出

来的问题主要有：制度陈旧化较为严重，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内耗

严重；缺乏科学、合理的教职工晋升机制，导致员工积极性和热情

较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监督考评及内控风险体系均不完善等。

此类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需要引入强化理论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和

改革。 

三、强化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具体措施 

1、强化的途径应该制度化、规范化 

当今社会提倡依法治国，同样，高校也应与时俱进，制定符合

时代需求的制度规章进行管理，以减少强化过程中的随意性，并且

能够避免因制度的不合时宜导致的部门间无法协调和内耗。因此，

高校管理制度应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本着全面性、重要性、制

衡性、适应性的原则来制定和执行。政策制度的内容，一方面从管

理层面上,涉及组织架构、员工岗位、财务状况、信息技术等；另一

方面从业务层面上，涉及预算管理、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基建项

目等。此外，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强化作用的体现是高校的领导和

员工全员遵守，切实使制度化、规范化得以落实。 

2、以正强化为主，正确把握负强化的力度和尺度来进行员工

管理 

高校的员工正强化管理主要是指员工能够遵守单位的规章制

度、与领导同事团结协作，共同完成绩效任务。正强化对员工的自

尊心、自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通过正强化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和工作热情，设立合理的晋升机制，同时满足员工们的基本需

求和期望，并做好相应的引导，可以使员工有足够的工作热情完成

目标绩效。而持续的、科学的、定期的、不定期的正强化管理方式

可以将员工那些优秀的行为持续性保持，从而保持住员工的积极性

和工作热情，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归属感，提升员工的稳定性和确

保工作效率。 

同时，也要正确把握负强化的力度和尺度。对违规员工的行为

建立罚则并实施，减少同类行为的重复发生。由于负强化会降低员

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因此要尽量弱化负强化带来的副作用，最终

体现督促预警和激励作用。 

3、强化理论的保障是建立完善的监督考评及内控风险体系 

在高校制度规范化和员工强化工作的基础上，必须加强监督考

评，加大考评问责力度，对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绩效评价；同时在强

化理论执行的有效性上，通过设立内部审计和风险控制部门，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高校管理机制的建立与执行情况，实施全面、全员、

全过程控制，关注高危岗位，做到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发现问题

提出改进建议并进行风险预警，进行正强化管理措施的正向引导，

最终实现强化管理的目标。 

结语 

文章阐述了强化理论对高校管理的重要性，分析了目前高校主

要存在的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强化理论在高校管

理中的实际应用，并提出了实施强化的三个具体措施，通过制度化、

规范化的强化措施，充分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切实提高高

校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办学实力，实现高校和谐、健康、可

持续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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