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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分析

钟文静

（泰国格乐大学　泰国　曼谷　10220）

摘　要：教育行政管理是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效开展的支撑。而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应该作

为先行者反应国家意识，所以现代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需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理念，本文重点论述教育行政管理的对内管

理，对“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意义进行剖析，同时分析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优化革新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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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also the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should reflect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a pioneer, so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people-oriented” schoo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in schoo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ropos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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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校是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系统教育工作的机构，学校的最

大功能是育人，而要实现育人目标，学校需要开展有效的教育行政
管理活动，实现对各类教育资源统筹配置的同时为教育工作的进行
营造优质的环境。学校教育行政管理的主体与客体都是自身，而执
行和参与教育行政管理的则是学校中的人，这些人包括以校长为首
的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所以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对
待“人”的态度就格外考究，那么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以人为本”
教育理念逐渐渗透人心，而如何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做到尊
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是现阶段教育行政管理重点探究的课题。

1 论“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有哪些意义
1.1 学生角度
学校是学生生活的第二大场所，在学习期间，学生在学校中

生活的时间甚至会超过学生在家生活的时间，如果学校在开展教育
行政管理时奉行“以人为本”教育管理理念，那么作为学校以及学
习主体的学生会在学校人性化的管理政策和行为中获得精神上的放
松与满足，培养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对学校的归属感。而当学生
将学校当作可以归属的家，而不是随时想要逃脱的“牢笼”时，学
生会主动积极的参与到学校行政管理的各项活动中，自觉维护校园
环境、乐于与学生建立友谊、乐于与教师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积极
参与各种教学活动等，而这些最终会作用于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促
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有效提升，增加学生学校生活体验的幸福感。

1.2 教师角度
学生、教师、学校三者从管理概念来看是一种层级管理关系，

学校对教师进行管理，教师对学生进行管理，这是大多数学校的管
理模式。这种模式也让很多人对学校管理产生了片面的认知，认为
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只有学生是被管理者，所以大多数人
都会将注意力和实现集中在学生身上，然而学校和大众却忽视了教
师，教师也是被管理者，而“以人为本”教育管理理念的提出，让
教师“被管理者”的身份重新回到学校和大众的视野。学校也会在
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考虑教师的实际情况，对其给予更多的宽容、
关怀和帮助。比如 ：“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下，学校需要根据教师
的家庭情况和时间对教师的工作时间进行人性化调整，例如家中有
幼儿或者老人需要照顾，教师的课堂教学时间、自习管理时间、可

按照不同教师的家庭需求尽量调整。当学校的态度和行动统一落实
后，教师也会结合学校的实际行政管理现状克服困难，从而实现双
赢。[1]“以人为本”教育行政管理理念的实施对于激发教师工作积
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3 学校角度
首先，专门人才的培养和规划是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首要内

容，在“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加持下，学校会对人才培养的目标、
内容、方法、模式等进行分析和优化，这可以促进学校课程教学的
革新。其次，“以人为本”不仅是满足人的需要，还是对人的闪光
点进行开发和高效利用，在学校管理中，如果学校可以对每个教师
的能力、性格等进行分析，发现教师更擅长的事，从而将其安排在
适合的岗位，那么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也会事半功倍。比如 ：有的教
师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办法，那么这类教师就可以胜任班主任的工作。
有的教师对心理学有一定的研究，那么这类教师就可以主要负责学
生的心理健康管理。有的教师思维活跃、严谨且性格开朗，那么这
类教师就可以负责学校各种实践活动的组织和规划。教师在对班级
学生进行管理时亦是同理，教师也要善于挖掘学生的特长并充分发
挥其特长。这样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中就能做到“人尽其用”，同
时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个体自信，提升管理效率。最后，“以人为本”
的教育行政管理提倡民主、公平，如果在教育行政管理中将这两点
落地，那么无疑会增加教育管理工作的透明性和真实性，这对于内
部管理和外部沟通而言都是利大于弊的。

2 析“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现存的问题
在现阶段学校教育行政管理出现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学生主

体地位的体现上，很多学校将“以人为本”高高拿起，但在实际的
行政管理中却轻轻放下，教师在课堂教学管理中占据主导，学生被
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现象还很突出，学校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会重
点考虑学校的发展目标，却不能将学校发展与学生的成长目标进行
统一，而且很多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制也不够完善，这些都是现
阶段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人才的培养和规划以及教育的结构规划和布局中，“应
试”教育的身影还随处可见，核心素养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
学校育人的主要任务，其重要性与文化课程、理论课程、专业技能
课程并重。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规划和设计中，真正能做到以德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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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程思政的学校并不多。另外，现代教育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但
是对数学校对美育、体育、劳动教育以及实践教育的重视程度都不
够。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育目标没有真正根据学生的发展和就业需
求而设置，这就使得“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从主体教育
环节就表现为“面子工程”。[2]

其次，“以人为本”教育管理理念的民主性在学校管理中体现
不足。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几乎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班干部
团队也相对固定，并且多为教师指定，这使得其他学生参与班级管
理的机会较少，不利于学生班级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培养，同时也让
班级管理的民主性明显缺失。在学校管理中，教师和学生会的权责
范围也不大，任课教师的职责是固定授课，班主任或者辅导员的职
责是管理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学生会更多的职责是组织活动或者监
督学生的行为。学生和教师无法参与到学校统筹管理的决策之中，
所以很多学校在进行教育行政管理或者制定决策的时候都不能真正
做到“听民心、顺民意”，这样的学校管理也无法真正突出学生的
主体地位。[3]

最后，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缺乏创新。大多数
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都是以礼仪、纪律、两操、卫生、宣传为
主，其内容大同小异，而且还有一些学校会实行“扣分制”，将班
级分数和年级评比、教师考核相关联，所以教师和学生都是被动参
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这种管理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教师与学
生参与、配合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另外，在学校的行政管理机制中，
很多学校的安全管理机制漏洞百出，而且不会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
安全管理之中，多是对学生进行管教，禁止打架斗殴，对外来人员
进行严格控制。而这些都很难体现学校的人本管理理念，学生的主
体性也严重缺失。

3 研“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的优化策略
3.1 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效渗透
首先，学校在教育行政管理中需要明确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

位，主体地位的明确需要从两个角度落实。第一，学校需要考虑学
生和教师的身心需求。对于学生而言，学校和教师要对教学目标进
行完善，重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然后对教学结构进行完善，
提高美育、体育、劳动教育的地位，对课程内容和结构进行革新，
从而满足学生的学习发展需求。教师在学校中也要关注学生的心理
健康，了解学生的家庭状态和性格特点，及时给予学生正确的心理
关爱和辅导。对于教师而言，学校需要根据教师的身体状态、家庭
情况给予教师最大的帮助和尊重，增强教师对职业的喜爱度和对学
校的归属感。第二，学校需要将教师和学生融入学校教育行政管理
之中，根据教师与学生的性格、能力以及管理潜能将权力科学下放，
从而增加教师与学生对学校管理的参与感，提升其管理学校的主观
意愿和责任感，从而提升管理效率。[4]

其次，“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需要学校从大局和细
节入手。从宏观大局来看，学校应从两方面落实“以人为本”教育
行政管理理念。第一，教师是协助学校统筹管理的主力队伍，学校
应通过培训、座谈、教研、互通交流等方式帮助教师多角度、深层
次理解教育管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当教师的思想觉悟得到提
升，那么会直接作用于课堂教学和教育管理中，给学生更好的学校
生活体验。第二，学校需要利用校园广播、公共展示栏、学生会等
可以覆盖整个学校的设备设施资源，对学校的校风以及校园文化进
行优化提升。从而形成良好的大环境，以实现对教师生整体人员思
想的渗透。从微观细节来看，学校应根据现阶段管理现状设立心理
咨询部门、校园基金会等具有实在意义和价值的机构，同时对学生
会等现有组织的职能进行强化。另外，管理机制是保证校园管理有
效开展的保障，学校应根据现阶段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对行政管理制度进行整合、细化，完善学校管理中的激励机制、压
力机制、约束机制、保证机制、竞争机制以及环境机制。

3.2 用“以人为本”指导行政管理的原则
第一，民主化原则。民主是突出主体的主要方式，民主是尊重、

是满足、是鼓励也是参与。尊重主体的需求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
才能真正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主也是尊重主体的意见，那么
这就要求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中上层领导组织要打开自己的“耳
朵”，允许并鼓励教师生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比如 ：班级中的管理
队伍实行轮换制 ；学校的部分决策实行投票制 ；设置匿名信箱广开

言路，让教师生可以自由反馈信息，让管理层也能了解群众心声。
第二，方向性原则。所谓方向性原则就是指学校需要明确“以

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是保障，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
行政教育管理是为了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与校园生活体验，而专业
人才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
发展而培养。“以人为本”是 21 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方针，将其作
为学校教育行政管理的指导思想，可帮助学校在组织开展行政管理
工作和活动时明确方向，在根本育人目的的指引下，将人本教育和
管理细化到各个环节与流程。[5]

第三，科学性原则。是指在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中规章制度的
制定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科学依据、时代依据、领域发展方向依据。

“以人为本”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口号，而是切实、具体的体现在行
政管理行为之中。学校的课程体系设计要符合新课标的要求、各种
管理制度的制定也要以国家最高指导文件与精神为准绳，并结合自
身学校的发展方向与特色而制定。

3.3“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方法
我国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都已经具备基础且相对完善的系统，

其中不泛有优质的管理方法和策略，所以“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
行政管理需要做的是在人本理念的指导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
而实现对学校教育行政管理的优化与完善。

首先，“睁开眼”，善于发现问题。学校和教师不能将所有目
光都集中在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升上，要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善于观
察，观察学生的行为、状态、变化，从而及时发现问题，为解决问
题争取时间。

其次，“张开嘴”，勇于沟通问题。当教师或者学校管理者发
现学生出现问题时，不能因与学习成绩无关等原因视而不见，而是
应该在第一时间找到学生询问原因，根据学生的描述找到问题的关
键，是学生的心理状态出现问题，还是学校的规章制度有所遗漏，
在找到原因后及时进行反馈或者疏导纠正。

再次，“打开耳”，乐于倾听问题。学校中学生的基数是较为
庞大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无法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么学校
和教师就需要建立自由的发言渠道，鼓励并引导学生主动提出问题
和意见，而教师和管理者则需要建立相关的核实、沟通程序，重视
每一条意见和问题，建立学生、教师与学校之间的信任。

最后，“敞开心”，敢于解决问题。“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核心，
为根本，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沟通需要真诚以待，这就需要教师
和学校在面对学生时敞开心扉，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对
学生多一些理解与包容，多一些鼓励和肯定，多一些沟通与分享，
从而给予学生学习、生活、心理各方面的关怀与帮助。

结语
总而言之，“以人为本”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就是以学生为本，

以教师为本。而现阶段我国学校教育局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就是主体性缺失问题，所以教育行政管理的优化需要学校将视线从
学生成绩上移开一部分，将其转移到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德育教育
等方面，将学生和教师作为学校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培养提升其
对学校的责任意识，同时对管理机制进行完善，为管理工作提供制
度保障，进而实现教育行政管理品质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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