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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小学素质教育管理 
◆周忠云 

（甘肃临夏市教育局  731100） 

 
摘要：素质教育管理，就是围绕确定素质教育目标和实现素质教育方法

开展的一系列管理，其既属于素质教育管理制度也属于一种管理思想。

为了提升中小学素质教育水平，我们在开展教育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要

做好素质目标制定和落实工作。因此笔者在本研究中针对中小学素质教

育管理问题展开分析，旨在提升中小学素质教育管理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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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我们一步步认识到素质

教育实施的必要性如何科学制定中小学素质教育目标，科学选择
教育管理措施就是我们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小学生处于身心
发展的关键时期，实施素质教育能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
础，因此目前的中小学素质教育活动中，我们应该做好素质教育
管理工作，为中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一、实施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转变教育思想 
转变教育思想是实施素质教育管理的关键，因此我们在实施

素质教育管理的过程中，要重视起管理思想转变。想要实现素质
教育目标，当前的中小学教育活动中，我们就要正确认识素质教
育实施的必要性，将教育着眼点转移到提升学生素质上，结合知
识教育和德育手段。在树立新观念上我们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第一认识到基础教育的实质是素质教育[1]。即我国的基础
教育主要是通过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
务的。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关键目标在于提升全民素质，促进国民
素质水平的不断上升，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工作者可以树立战略眼
光，将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看成是我国四化建设的基础工作，不
要将这一阶段的教育仅仅局限在学校教育范畴内。第二树立全面
的质量观。即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应从分
数质量的狭隘观念中解放出来，建立素质全面发展的质量观，充
分认识德、体、美、劳四育的重要性，把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审美素质、劳动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
质等的全面发展水平，作为衡量中小学教育工作质量和学生质量
的标准，以使基础教育所培养的人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第三树立多元的人才观。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需要多层次的人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仅需要
高端人才，也需要中低层次人才，因此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
我们要对不同层次、个性、特点的学生都给予重视，树立发展眼
光，促进人才培养的全面化和多样化。 

二、构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 
首先，制定实施目标。在制定实施目标时要注意：(1)坚持社

会主义的方向，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2)遵循中小学生身心
发展的客观规律。(3)突出 基本的要求，重在打好基础。(4)明确、
具体、可操作、可测量，能够为广大教师把握和实施。(5)体现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提倡各学校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发扬
优势，提出各具特色的目标体系。其次就是班级教育目标和各科
教学目标的构建。班级是中小学的基层组织，是在教师指导下，
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以完成各项教育任务和全面发展班组成员个
性的目的关系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也应有自己
整合一致的子目标。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当家作
主，在学校总体培养目标导向下，做到“自己的目标自己提”，
以集体目标为旗帜，以共同的活动为桥梁，在提高班级群体素质
的同时，提高班级每个成员的个体素质。各科教学是学校教育的
主要形式。构建各种教学目标要体现身心素质整体构建的原则，
不仅要重视“双基”教学，而且要重视思想品德、审美素质的培
养，重视观察、思维、动手操作和自学能力的培养，重视兴趣、
求知欲、动机、情感、意志等心理品质的培养，重视身体和心理
的协调发展[2]。在知识教学中，要促使知识素质化，就要使知识
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第三，学生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目
标的构建。学习与教育都属于提高素质的实践方式。从本质上说，

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者自我教育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正是使学
生由教育的客体变成自我教育的主体过程。因此，要积极引导学
生按照培养目标，创造性地制定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目标。 

三、中小学素质教育目标展开 
首先是目标分解，就是将学校素质教育目标分解为各处室、

教研组、年级组、班级、备课组的教职员工个人，使其成为各个
层次上的素质教育分目标，形成中小学素质教育目标体系的过程
[3]。学校素质教育目标分解的基本要求是：1.学校各部门和教职
员工的素质教育分目标应能支撑和保证学校素质教育总目标的
实现，做到学校素质教育的总目标与分目标的内容上下贯通，相
互支持；2.学校各部门和教职员工的素质教育分目标之间必须在
时间上保持协调和平衡，做到同步运行，防止因时差而影响学校
素质教育目标的实施过程；3.学校各部门和教职员工的素质教育
分目标要力求简明扼要，并有必要的质量标高要求和期量标准；
4.要充分考虑学校各部门和教职员工完成素质教育分目标所必
需的条件与限制因素。因而，中小学素质教育目标分解必须采取
自上而下将素质教育目标，按学校内部机构设置与层次依次分解
的基本方法，从学校决策中心到各个职能处室，再分解到各教研
组、年级组，一直分解到每一个班级、备课组、岗位和教职员工
个人。其次就是对策展开，就是中小学制订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
具体对策措施。对照目标，找出学校素质教育现实状况与目标要
求的差距[4]；根据差距，找出致使学校素质教育产生差距的问题
所在；分析影响学校素质教育目标实现的主要原因，并针对主要
原因制订实现学校素质教育目标的对策措施，以有的放矢地缩短
素质教育现状与学校素质教育目标之间的差距，保证中小学素质
教育目标的达成。三是目标协商，就是在学校素质教育目标展开
时，中小学上下级之间围绕学校素质教育目标的分解、层次目标
的落实进行充分的思想交流和意见商讨，在尽量尊重层次目标执
行者本人愿望的基础上，制订学校各部门和教职员工层次目标，
并据此按学校素质教育目标责任向各处室、组、年级、班级和教
职员工授权，使其能有效地进行自主管理。通过协商与授权，可
以使中小学上下素质教育目标统一，消除上下之间的意见分歧。 

结束语： 
综上，素质教育管理手段的应用主要是为了提升素质教育质

量，中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中，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积极落实
素质教育目标，提升教育管理工作质量，提升中小学学校素质教
育实施水平。笔者结合自身的实践管理工作经验，在上文中分析
中小学素质教育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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