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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管理中运用激励理论的研究分析

彭淋涛

(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在各大高校不断扩招的影响下，增加了高校教学管理的难度，因而应探究出高效的方法加强高校教学管理。激励理论作为管理心

理学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实效与激发员工积极性。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应用激励理论，有利于管理方式的革新与效率的提升，

提升高校教学质量与水平。本文概述了激励理论，分析了激励理论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探究了在高校教学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应

用现状，并提出了高校教学管理中运用激励理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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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inuous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has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teach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efficient	methods	should	be	explored	 to	strengthen	teach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nagement	psychology,	 incentive	theory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stimulating	the	
enthusiasm	of	employees.	The	application	of	 incentive	theory	in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teaching	quality	and	level.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incentive	theor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ncentive	theory	in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incentive	mechanism	in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apply	incentive	theory	in	college	teach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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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教育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
校的任务是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为社会各行各业发展提供人才
支持。激励理论为如何满足人的需求与将人的积极性激发出来的方
法以及原则，其有助于人积极性的激发，可以激发人的行为动机，
将人的智慧有效发挥出来。将激励理论运用在高校教学管理中，有
利于管理效率与效果的提升，为高校健康可持续发展创设良好条件。

1. 激励理论概述
激励理论包括诸多内容，含有需求层次、期望、公平以及双

因素等理论。
（一）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提出了该理论，在马斯洛对人需要进行探究的过程中，

其认为人的需求可以由低级至高级进行分类，全部需求皆存在周期
性，在具体方式、内容出现变化的影响下会导致需求变化 [1]。需求
能够调动人的行为动机，因而需求也会以行为动机为基础进行变化。
人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生理需求，然后是缺失性需求，包括安全需
求、尊重需求等。若人行为动机内并不缺少这些需求，则需要审美
需求、认识需求等成长性需求。

（二）期望理论
弗洛姆提出了期望理论，期望理论为通过预测某项活动，进

而实现提高人对活动期望值的目的，将人们积极性与参与度提高。
高校管理人员能够通过期望理论对员工需求进行预测，对学生需求
进行了解，从而有利于管理难度的降低，将教职工、学生关于教育
方面的期望值增强，从而提高管理的实效性。

（三）公平理论
亚当斯提出了公平理论，该理论强调在社会群众之内个体的

公平性。因而在教学管理中，在学生、员工具有相同产出的情况下，
应能够得到相同的奖励、报酬。确保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对等性，继
而能够有效将成长性需求满足。

（四）双因素理论
该理论主要为能够满足激励因素，对于人动力的调动可以起

到决定性作用，意味着高校在激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注重教职
工工作环境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需求的满足，从而将员工工作动机
激发出来，充分发挥其教育价值 [2]。在该理论中，激励因素和保健

因素有着相同的重要性，因而高校应对学生、员工的实际需求进行
正确看待，加强对个性化激励因素的应用。

2. 激励理论在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激励理论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管理质量，还能够提高教学

活动实效，为高校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提高管理质量
在教学管理中对激励理论进行应用，可以为管理人员提供理

论指导，科学分配相关人员动机，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提高。在工
作目标的引导下，促使教职工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将工作效率有效
提高。教职工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提高教学活动实效
对于高校教学管理而言，高校教学活动至关重要。教学管理

的目的是确保教学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在管理中应用激励理论通过
提升管理效率与质量，可以为教学活动进行创设良好的环境 [3]。与
此同时，通过应用激励理论，能够将教职工工作积极性充分调动出
来，有效发挥出其能力，进而增强教学活动实效。

（三）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
激励理论的应用能够将激励措施落实，构建健全的激励机制，

从而提高高校的吸引性，有利于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加入到师资团队。
通过激励机制能够将教职工动机调动出来，提高其工作创造性，确
保教学活动目标的实现，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为高校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3. 激励机制的应用现状
高校教学管理在应用激励机制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大量挑战

以及压力，如激励方法单一、激励环境需优化、未能注重精神与物
质激励的有机结合、激励时效性需改善等。

（一）激励方法单一
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激励方法具有多样性，无论是哪种激

励理论，对于提高员工积极性都有着促进作用 [4]。然而激励理论在
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起步较晚，缺少充足的理论支持。并且
激励方法难以根据激励对象情况进行个性化设计，无法满足激励对
象的实际需求，难以保障预期效果的实现。

（二）激励环境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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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校属于事业单位，导致缺少激烈的竞争，再加上不存
在利益冲突，导致教职工积极性匮乏，难以确保教学实效性。部分
高校仅仅注重最终成效，导致教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功利性，无法长
久维持教职工的积极性与热情。在对激励理论运用的过程中，应注
重良好环境的创设，从而将激励理论的价值发挥出来。

（三）未结合精神与物质激励
激励可以分为物质与精神激励，若未能对二者进行有效平衡，

不仅难以确保激励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然而在实际应用激励理
论的过程中，管理人员未能注重二者平衡，难以充分激发出教职工
的热情与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出激励理论的价值。

（四）激励时效性需改善
对于激励系统而言，时效性不仅是基础也是关键。激励的时

效性可以对人们后期工作状态造成影响，将激励效果存在的时间延
长。然而根据实际情况不难发现，大部分高校未能注重激励时效性
的研究，难以将激励的价值有效发挥出来，教师后期工作动力匮乏，
难以保障激励效果。大多数高校只在期末等相关固定时间应用激励
机制，然而根据激励理论可知，最佳应用激励机制的时间是在员工
获得成绩后，不宜间隔较长时间 [5]。一旦错过时机，则会对教师在
自身成果价值认识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制约了其积极性的提升。

4. 高校教学管理中运用激励理论的措施
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应寻找高效的措施加强激励理论的运用，

将教学管理质量与水平有效提高。
（一）营造良好管理环境
在运用激励理论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人为本原则的渗透，提

高对培养师资团队的重视程度，结合高校发展的具体情况，构建完
善的教师管理机制，并加强教师培养体系的建设，为教师提供优质
的发展环境与氛围。关于学生方面，则应注重学习环境的创设，加
强校风建设，应用多元化的活动，如学科竞赛、音乐或艺术比赛等，
给学生创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调动学
生奋斗的热情 [6]。

（二）提高经费投入力度
相关部门需提高对高校教学管理经费的投入力度，为激励机

制的应用提供资金保障。对于奖励方面，高校应与时俱进，不仅应
注重精神激励，还应注重物质奖励的落实。基于保障满足师生精神
方面的需求，通过恰当的措施有效满足其物质需求。高校也应注重
教学设备、学习场地等基本条件方面的资金投入，从而保障教学活
动顺利展开，为激励理论的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三）制定健全的激励机制
1、教师方面
其一，高校应结合教师与高校情况，通过长远发展的视角，

秉持以人为本原则进行激励机制的设计与落实，从而满足教师层次
化的实际需求，营造“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7]。除此之外，还应
注重教师特长与优势的发挥，基于教学工作情况，通过恰当措施进
行引导以及锻炼，将量才用人原则有效落实，确保岗位分配的科学
性，将合适的人才置于恰当的岗位上。

其二，应优化绩效考核机制。现阶段，部分高校的绩效考核
会存在重视科轻视道德的问题，因而高校管理层应提高对该问题的
重视程度，并对现有绩效考核进行修改与完善。在考核机制中应重
视师德修养方面的评价，将评价结果与晋升相挂钩，杜绝仅晋升仅
仅参考学术与科研成绩的情况。

其三，提高激励理论的适应性。在评价教师工作情况的过程
中严禁仅仅通过学生成绩进行评估，也不可将学生成绩用作教师加
薪、晋升方面的评估指标，仅可以作为参考，防止出现教师仅注重
学生成绩的情况。如果教师工作中存在一定不足，应基于保障其威
信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方法指出，并提供鼓励与建议。除此之外，
还应对教师劳动成果进行肯定与尊重，并对其应有的权益与权力进
行保护。还应注重教学资源的有效应用，营造良好教学氛围，促进
教师竞争意识的提高，从而为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有力支持。

其四，完善薪酬激励体系。首先，对薪酬分配体系进行优化，
管理人员应根据高校特征，对薪酬分配加以完善，创设公正、科学
的用人机制。应注重分配制度的革新，将制度的公平性与科学性有
效提高，将教职工工作与绩效考核结果相挂钩。另外，关于奖金设
置方面，高校应根据科研项目、成果创新性等内容进行奖励性报酬
的设置。根据教职工实际表现进行奖励发放，促使教职工可以对自
身优势与不足进行全面了解，并提高其提升自我的积极性。

其次，应设置奖罚制度。应结合教师群体实际情况，如综合
素质等，将绩效和科研成果、教学任务完成情况等相结合。与此同
时，还应注重教职工福利待遇的提高，可以应用技术入股以及分红
等多元化的手段将其工作热情提高，确保教职工可以得到与付出同
等的回报，将教职工内部活力调动起来。除此之外，还应注重惩罚
机制的完善，若教职工工作出现问题，应通过薪金扣除、警告以及
记过等形式加以处罚 [8]。再次，优化教师培训机制。高校应提高对
教师培养的重视程度，不仅应注重专业能力方面，还应加强职业素
养的培训，并构建职业素养方面的考核与评价制度，为其职业素养
的提升创设良好条件。

最后，注重精神奖励。在激励理论应用的过程中，也应提高
对精神、目标激励的重视程度，优化教职工晋升渠道，加强内部选
拔等方法的应用。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观念变化的影响下，物质已经
并非教职工主要的需求，教职工更注重精神方面的需求。因而高校
应注重精神激励的应用，通过锦旗、奖状颁发等方法展开。另外，
高校也可以为优秀教师提供外出深造等机会。

2、学生方面
其一，细化管理内容。对于高校而言，应对学生需求进行调

查与分析，并对其进行分类。在精神奖励方面，可以通过表彰、提
供交换生机会以及奖状发放等展开。教学管理人员应通过恰当的激
励方法对学生情感进行有效调动，促使学生得到激励。还应给学生
提供关怀和信任，提高其对学校的信赖感。在物质奖励层面，可以
通过奖学金、科技创新奖金等有效满足学生实际需求，将其热情充
分激发出来。在激励过程中，应秉持适度性原则，防止过度奖励造
成消极影响 [9]。

其二，优化激励手段。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应注重先进高
效激励手段的应用，如通过目标激励法将学生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
通过目标有利于帮助学生确定学习方向，从而调动其热情与兴趣。
在应用该方法时，教师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目标设置，若学生
完成目标应提供表扬与奖励，若未能完成也严禁打击学生，应帮其
挖掘原因并提供指导。再如通过竞争激励法，有利于创设良好学习
氛围。在应用该方法时，教师能够根据教学内容实施小组教学，小
组之间能够展开比赛，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合作意识与能力，还可以
提升学习效果，营造良性竞争氛围。

其三，提高激励效果。对于学生而言，也应注重奖罚制度的
应用，从而有效规范学生行为。在落实奖罚制度的过程中，应秉持
适度原则，注重批评教育分寸的掌控，避免打击学生积极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应用激励机制，可以
将教师与学生群体发展的需求有效满足，提高其工作与学习的积极
性与热情，将教学效果与质量有效提高。在实际运用激励理论的过
程中，应探究出恰当的措施，营造良好管理环境，提高经费投入力度，
制定健全的激励机制。从而将激励理论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促进
师生创造性与主动性的增强，为高校长久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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