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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考勤管理 循规而不蹈矩 

----大武口区属学校教师考勤管理的分析与思考例谈 

强惠宁 

（宁夏石嘴山市星海小学  宁夏石嘴山  753000） 

摘要：制度管理是保证学校正常运行的有效措施。考勤制度在学校学校运转的怎样？效果如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并

为学校考勤制度的执行提出建设性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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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制度，伴随着人类文明与进

步在不断地发展，它是保证社会文明发展、稳步提升的一把利

器。对于一个单位，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尤为重要。 

考勤制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关系到单位全体员

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热情，代表着单位的形象。具体到人，可

以反映出这个人的个人素质和思想觉悟。试想，一个没有考勤

制度的单位，每天都会有人姗姗来迟，也有人早早收场，更有

甚者难得露面，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单位工作效率挫伤其他遵

守单位纪律的员工的积极性，因此建设和完善考勤制度势在必

行。 

一、大武口区属各学校执行考勤制度的现状 

学校本身就是个育人单位，它不同于企业考勤的刚性严苛，

也不同于政府部门的严肃严格。笔者对大武口区属 32 所中小学

中的 18 所学校现行的学校考勤情况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如下： 

大武口区属部分学校现行考勤情况调查统计 

调查对象 
建校时

间 
学校类别 

有无考

勤必要 
考勤方式 

考勤制

度执行

效果 

市六中 1999 年 城区 有 指纹机 良好 

市八中 1978 年 城区 有 纸质手签 好 

市九中 1972 年 城区 有 
不签到、每周抽

查一次 
好 

市十七中 2010 年 城区 有 指纹机 良好 

市六小 1972 年 城区 有 纸质手签 良好 

市七小 1973 年 城区 有 纸质手签 好 

市十一小 1988 年 城区 有 组内签到 良好 

市十五小 2005 年 城区 没有 不签到 好 

市十六小 1968 年 城区 有 纸质手签 好 

市二十一小 1965 年 城区 有 钉钉打卡 好 

锦林小学 2008 年 周边 有 纸质手签 好 

丽日中学 2012 年 周边 有 指纹刷脸机 好 

市十八小 1971 年 周边 有 面签 好 

星海小学 2012 年 农村 有 指纹刷脸机 好 

六站小学 1985 年 农村 有 纸质手签 良好 

新民小学 2012 年 农村 有 纸质手签 好 

五站小学 1982 年 农村 有 纸质手签 好 

一站中学 1983 年 农村 有 指纹、钉钉 好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与思考 

（一）通过对 18 个样本校考勤情况的调查发现： 

1.17 所学校均认为对教师考勤很有必要，占比 94%。16 所

学校在学校或年级组层面进行签到考勤，占比 89%。 

分析与思考：考勤得到管理者们普遍认可的，是管理学校

的必要手段。 

2.考勤手段和方式比较先进的（钉钉打卡、指纹刷脸）基本

上是新建、周边或农村学校。 

分析与思考：新建学校管理理念和方式与时俱进，同时也

说明周边农村学校教师上班距离远，考勤上更容易出现问题。 

3.18 所样本校普遍认为自己学校目前的考勤方式效果理

想、比较好。 

分析与思考：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4.对于不签到的 2 所学校，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九中、十五小，学校没有签到对老师不做考勤，但是他们

的老师却没有迟到早退，早来晚走已经成为学校的风气，老师

们自觉自律，甚至加班加点的工作。教是为了不教，管是为了

不管，这两所学校已经达到“不治而治”的管理境界，恰恰这

两所学校在大武口区属乃至石嘴山市都是享有盛名的，两位校

长也是名校长，此现象是作为管理者要深思的。 

三、由考勤制度想到的 

（一）看待考勤需要辩证法 

制度管理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有老师认为，制度

限制了人的自由。笔者认为这样想的人，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

的自由。制度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和无需提醒

的自觉，是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与制度

结合的自由才是唯一的自由。考勤，作为管人的制度，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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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心。管理，既“管”还要“理”，表面上是管人之身，实质上

是理人之心。 

（二）执行考勤制度遵循的原则 

一个学校在无法取消废除考勤还不得不执行的情况下，笔

者 

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公平公正是考勤制度建设的基础。考勤制度的主体必须面

向全体工作人员，不能厚此薄彼。当然，不排除工作性质内容

的不同的情况，考勤的制定要符合实际，保证每一个人在考勤

制度面前的公平、公正。 

2.领导带头是考勤制度建设的关键。既然已经建立了考勤制

度，那么绝不能让其成为摆设，单位领导需以身作则，做好带

头作用，形成链式管理，一环套一环，努力抓好每一个环节。

从上到下凝聚精神，形成无迟到之违纪，无早退之乱伍，往来

兼好员工的良好工作氛围。 

3.赏罚严明是考勤制度建设的手段。考勤制度要做到有“功”

必赏，有“过”则罚。表现优秀的员工一定物质或精神上的奖

励，以调动他们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工作上再接再厉。对于表

现较差，考勤不合格员工一些必要的惩罚措施，可以起到防微

杜渐的效果。如果是长期不合格的，必须时做出适当的处分。 

4.责任监督是考勤制度建设的保证。虽然考勤机器、摄像头

等高科技设备给考勤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持，但是要

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付考勤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

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加强责任监督，责任到人，分块监督，

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是对付那些浑水摸鱼之流的强力武器。 

5.在任何事物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内因永远是起决定作

用。教师自觉性的形成除了管理艺术的引导，职业道德的约束，

校园文化的熏陶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教师自身

的职业追求。高远的职业追求总会激励教师主动去克服专业化

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时刻提醒教师严格要求自己，使教师迸发

出一种无穷的工作动力和工作自觉性。 

综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工作中还要秉承循规却不蹈

矩的原则。考勤严格与否，因人而宜，因地制宜。有制度也不

能突然过硬过严，以防大众反弹，具体考虑到所属的岗位职责，

工作性质，教师素质等各方面因素，对于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

校园和自觉自律的教师，再先进的考勤手段，都显得苍白无力。

管理需要制度的约束力，但并不是制度的机械化，中国人的儒

家思想，中庸之道，用在考勤制度上依然有启示，考勤的真正

意义在于凝结成厚实的文化内涵，提高教师良好的形象。 

考勤，事情虽小，但理念决定方向，态度决定成败。这既

是做校长的学问，也是老师们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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