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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将人本理念与教育管理制度相融合，是我国高校现代化、

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是高校管理制度获得优化与改进的必然举

措。能够切实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使

教育管理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并且能够切实破解高校教育管理制

度所存在的管理问题，增强管理制度的实效性与有效性。而为切实

彰显人本理念在教育管理制度中的应用质量与效率，需要以管理问

题为出发点，探究教育管理制度的改进或发展方向。

1  高校教育管理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教师管理。我国高校现行的教师管理制度在教师积极

性、自主性上考虑不足，无法充分调动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与教学研

究的积极性，其中，工作量核算方法是影响教师管理质量的根本原

因。通常来讲，教学工作量是聘任或评价教师的基本依据，关涉到

教师的职业发展质量。但现阶段的教师工作量评价标准主要以课时

来核算的，需要教师完成290-300课时/年。现阶段，除课程课时

外，社会实践、实习指导、作业批改、实验课等课时也将被归纳到

标准课时中，使教师的课业压力与时间不断上升，而由于课时时长

与教师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导致压缩课时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严重

的阻碍。由于压缩课时能够切实保证课程教学的可选性和丰富性，

能够更好地推动教师改革并创新教学方法及内容，使知识传授更切

合实际。但现有的教师管理办法，却使课时压缩成为阻碍，无法激

发教师参与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其次是学生管理。我国

高校现行的学生管理制度，难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性、主动性与自主

性。由于学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重点与核心，是推动高校发展的重

要力量，然而在学生管理上，现有的管理制度，却依旧存在诸多的

问题。譬如学生转业难、学生选择余地小等。其中选择余地小主要

体现在跨专业和跨系选课上，学生无法积极、自主地选择理想的课

程体系。而在转专业上，很多学生都难以实现“转专业，再学习”

的目标。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是课程管理。课

程管理主要指课程产生与课程实施的过程。我国高校现有的课程编

织制度主要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设置的，即根据国

家对课程管理的规定，对课程的培养要求、规格、目标进行设置。

但所编织的课程在数量与类型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进而导致课程

设置的效果不够突出。

2  人本理念下的教育管理制度优化措施

首先，优化教师管理制度。人本理念强调了服务社会、科

学发展与人才培养是高校获得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和抓手，指出了

人才培养在高校各项教育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在教师管理

上，应改变将课时计算作为评价教师标准的现状，应将人才培养

质量、效率、课程教学成果作为教师管理的基本方式和依据。从

而使教师更好地“压缩课时”、更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改革与教

研活动中，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然而在教师管理

制度改进与优化的过程中，高校还应根据压缩课时的现实需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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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管理制度是推动高校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能够为高校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提供帮助与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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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念与教育管理制度相融合能够切实解决高校长期存在的制度问题，提升管理质量与效率。对此本文结合高校教育管理制度的问
题，提出融入人本理念的应对对策，以期推动我国高校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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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制定相应的保障机制，譬如与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奖惩

机制等，以此使课时压缩更有效、更科学。其次，改进学生

管理制度。学籍管理是学生获得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媒介，

能够直接影响学生参与专业学习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自主性及

创造性。然而学籍管理上所存在的“转专业难”与“选择余

地小”等问题是影响学生管理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对此，高

校应以人本理念为抓手，明确学生发展的基本诉求及影响学生学

习兴趣、主动性与自主习性的因素，从学生管理实际出发，提

高管理质量。譬如在学生转专业上，应将转专业学生安排在同

一校区中，简化转专业手续和流程，降低学生转专业成本等。

而在选修课上，高校应完善选课机制，提高资源共享质量与效

率，打破学科壁垒，使学生跨系、跨专业接受学习成为可能。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高校还应完善资源共享机制，优化资源

供给体系，使跨系、跨专业选课更加简便。轻松。最后完善

课程管理制度。虽然我国大部分的课程编织与设置都是高校根据

上级部门的指示和要求进行制定的，然而在实际的编织与实施的

过程中，却存在课程类型单一、课程规模小等问题。因此在人

本理念的影响，高校应增设课程门数，丰富课程类型，将专业

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通识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提

升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与效率。

3  结语

人本理念要求高校教育管理制度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以

教师和学生为出发点，明确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尊重教师和学生

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并将制度改进与优化标准置于满足人才培养

质量与效率的层面上，以此提升教育管理制度的实效性与有效性，

进而解决高校教育管理制度长期存在问题，推动高校健康、快速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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