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3期 2022 年

138

现代化高校教育管理中融入谋略思维的实践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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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 要】：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任何事物若一成不变终将被社会所淘汰，高校教育管理同样如此，其管理思维不仅需要符

合时代的发展，还要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才能培养更多的现代综合型人才。近年来，随着我高校不断扩招，高等教育的普

及度越来越广，社会各界对于高校教育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也更为关注，面对全新的国情背景，高校唯有引入更先进的理念与

思维，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教育管理，对管理机制进行全面创新，从而将高校在社会中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谋略思维也因此

逐步融入到现代化高校教育管理中。故本文就现代化高校教育管理中融入谋略思维的实践体会逐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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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ntegrating strategic thinking into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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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ly innovation can develop, if anything is unchanged will eventually be eliminated by society, the same is true for college

education management, its management thinking not only need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ut also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education, in order to cultivate more modern comprehensive talen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opular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or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college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also more concerned, in the face of a new national backgrou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ly the introduction of more advanced concepts and thinking,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education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ciety, strategic thinking i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manage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integrating strategic thinking into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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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思维”是一种可同时顾全大局、把控大局的思维

方式，需要准确把握住某一事物的整体发展趋势，从全局出

发，采取主动措施以取得最终胜利，其将客观事物于人脑产

生作用，是通过思维的加工、形成后可在教育管理中有效运

用的计谋、策略等总称。教育管理指的是管理者为了达成教

育的管理目标，对教育组织的内部、外部等关系进行协调，

对教育体系中的人、物、财以及信息活动进行科学运用。谋

略的本质就是斗智，任务则是不断的应变、创新，最终目的

就是确保教育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让教育管理团队得

到健康发展，但由于实际工作既混乱，又复杂，目前，谋略

思维在我国高校教育管理当中的融合运用仍面临着种种困

难。

1 谋略思维用于现代化高校教育管理的现存问题

1.1管理者对经验决策思维过度依赖

经验决策指的是决策人员仅依据自身或者前人实践中

积累下来的经验，又或是以往进行问题处理与解决的惯性思

维而作出的决策。在当下的高校教育管理中，由于具备一定

的共通性，使得很多老方法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都可以提供

启发与帮助，时间一长，一部分管理者便认为经验决策就等

于谋略思维，在实际工作中过份依赖经验、惯例等考虑问题，

认为经验决策就是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捷径，而未依据实际

问题，进行背景、原因以及本质等分析，导致事物本身的发

展性质、时代产生的变革性质等均被忽略，而通过老办法、

旧经验就直接作出决策，使得谋略思维可有可无，这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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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影响了谋略思维的作用与发展[1]。

1.2 管理者生搬硬套，不懂灵活运用

我国著名谋略史书《孙子兵法》便提出：“故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可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充分说明面

对复杂、多变人、事、物以及环境，只有懂得依据客观事实，

灵活运用应对之策，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就现实情况而

言，我国高校很大一部分管理者都偏向拿来主义，照搬他人

的新型经验、做法等进行教育管理，完全不适用于本校次实

际情况；还有一些管理者坚持只唯书，而不唯实的观念，将

书中理论当成根本，面对问题时翻书查阅，不分析缘由，便

进行生搬硬套。特别是在处置危机处时，始终存在抄、搬、

套以及拿的落后思想，管理灵活度极差，无法依据现实中的

复杂问题灵活管理，甚至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惊慌失措，邯郸

学步，做出病急乱投医的行为，不仅错过决策的最佳时机，

造成问题得到不有效解决，甚至导致事态恶化。而把控好学

生全面与个性化发展的平衡，正是当下高校教育需要关注的

重要内容，也是管理者“谋略”水平的重要提现[2]。

1.3 教育管理者本身能力缺失

大部分的高校都非常缺乏真正科班出身的教育管理者，

许多人员在业务知识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其专业能力

主要由自学或者长期的知识经验来提升，或是接受简单专业

培训，而这种培训的时间通常都比较短，知识内容浅薄，学

到的只是一些皮毛知识，很难真正意义上的提升自己的管理

能力，而只有实践才是能对真理进行检验的唯一标准，也只

有在不断的实践中，管理者的能力才能得到不断的提升，而

业务知识、实操技术等能力的缺乏，使得高校教育管理者的

能力普遍不足，教育管理的水平自然也处于低水平状态。此

外，很多教育管理者本身缺乏上进心、受等靠观念影响，不

主动学习、积极进取，能力停滞不前，在实际的工作中抱着

得过且过的心态，对自身要求过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高校教育管理的质量；另外一部分教育管理者则过度谋求上

位，本末倒置，将迎合领导作为工作重点，只希望能得到一

个理想的职位，使得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加薄弱[3]。

1.4 教育管理者的主体地位被忽视

一些高校的高层领导未意识到教育管理者的作用，简单

来说，领导者所承担的责任是全局的方向与各项教育管理策

略的设想，而细节均是由教育管理者来负责，教育管理者才

是每项事务具体的执行者、协调者，更是谋略对策的思考者，

其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但就目前来说，许多高校当中的教

育管理者却是可有可无，形同虚设，校领导完全忽视了管理

者的本职作用和重要性。部分领导觉得教育管理者只需完成

某些事务性任务就可以，如写一写新闻稿件，对相关文件进

行传达，做好日常服务等。若遇到独断专行的领导，在对一

些事件进行决策时，坚持执行家长制，而对于教育管理者提

出的建议却是充耳不闻，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教育管理者可

以说是举步维艰，既不敢谋，也不愿意谋，其领导助手的作

用完全无法发挥出来，甚至开始从最初的出谋划策者，慢慢

成了任务的执行者，已经失去原来的主体地位[4]。

1.5教育管理者的职能不明确

教育管理者可以说是领导者的助手，在领导作出决策

时，给予辅助与参谋，但在许多的高校教育管理当中，管理

者本身的职能非常混淆，部分领导把教育管理者变成了私人

秘书，不分公私，教育管理者的职能是为领导服务，而不再

是服务于学校。部分院校则把教育管理者的职能认为是新闻

稿编写、文件传达以及文案等，选派教育管理者时，更是由

领导喜好作为原则，并不在意管理者的专业是否符合，导致

选出的教育管理者缺乏专业业务能力与理论知识，无法有效

履行自身职责。还有部分高校完全不注重培养管理者的业务

素质，对其成长进步漠不关心，大大局限了管理者的上升空

间，使得一些管理者出于个人前程考虑，而转移自身的工作

重心，责任心大幅度降低，严重缺失谋划、助手以及帮手等

职能作用。

2 现代化高校教育管理中融入谋略思维的有效策略

2.1打破直线思维，灵活运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面临的诸多困

难，均被一一克服，并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而取得该成就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

是我党敢于打破直线思维，绝不对他国相关经验照搬照抄，

而是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从而带领人民自积贫积弱，慢慢走向繁荣富强，可

见，因地制宜、活学活用才是管理的根本[5]。谋略思维想要

真正融入现代高校教育管理中，并运用出成效，同样如此，

高校的教育活动是在持续发展和变化的，而并非一成不变，

这个过程必定会面临许多问题与挫折，这就需要领导者懂得

活学活用，依据问题和困境，从现实出发灵活采用谋略思维

对相关问题进行处理，切不可生搬硬套、乱用乱套，唯有如

此才能将谋略思维的实效发挥出来。

2.2紧跟时代发展，破除传统思维

近年来，我国教学改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形态也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想要顺应时间发展，就必须要打破常规、

创新思维，只有思维才是决定出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密码，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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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再受到传统思维的牵绊，方能自全新的角度思考现代化

高校教育管理的问题和发展，就像著名物理学家牛顿，他打

破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思维模式，最终从中世纪的黑

暗宗教迷信当中挣脱出来，让全世界获得了理性光明。因此，

高校领导在管理中必须依据新时代背景，对教育作出全新的

标准与要求，坚持破旧立新的原则，对思维进行开拓，紧跟

时代脚步，让谋略思维得到创新和发展，从而为高校的现代

化教育管理进展提供助力[6]。

2.3 转变思维定势，合理运用

唯物辩证让人们了解到的无论何种事物均具备两面性，

需要以辩证方式分析问题，而经验决策中的经验与思维方

式，虽然也是前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而来的，有值得学习借

鉴的内容，但绝不可以依赖过度，因此时代在不断的发展，

所有事物均在持续的推除出新。在时代不同的前提下，如果

仍采用前人的经验对同类问题进行处理，必然无法取得等同

的效果，甚至会起反作用。因此，高校领导者必须要打破以

往的思维定势，转变思维，辩证地分析问题，依据现实问题，

对经验决策进行合理运用，在吸入精华的同时，去除糟粕，

让谋略思维于现代化高校教育管理当中的应用深度与广度

不断拓展。

2.4 强化教育管理者的业务能力

高校教育管理者除了需要直觉上更敏锐，还需要丰富多

样的认知背景，以便对管理问题进行精准透视，因此，高校

督促管理者积极学习，并为其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强化其

综合能力。教育管理本身也要积极进取，认真学习业务知识，

尤其是谋略思维方面的知识，让自身的谋略意识、水平都能

得到提升；高校应将教育管理者的工作核心设定为“谋划建

设”，加大力度对其全局观、大局观以及思维的灵敏度进行

培养，确保管理者能够与时俱进，不再被传统思维所束缚，

全面创新自身的思维方式，寻求更好的谋略应用之道[7]。另

外，还需要强化训练，提升管理者的谋略意识，借助于分析

案例、模拟训练以及培训等形式，训练其基本功，培养其分

析、收集以及评判等能力，从而为领导决策提供更科学、更

合理的谋略支撑，真正将谋略思维融入到高校教育管理当

中。

2.5明确教育管理者职能

高校教育管理者除了精通业务、政治坚定外，更需要具

备良好的谋略能力，可举一反三。首先，高校需要在规则制

度方面对教育管理者的职能进行明确与落实，借助于制度对

其行为进行规范，实现有法可依，有制度可循。其次，要对

管理者的绩效考核、晋升制度等程序进行全面完善，制定出

合理的薪酬激励、奖惩等制度，确保其自觉履行自身职责，

管理者的工作态度、业绩直接挂钩于受奖、晋职晋级等，激

励其尽职尽责，提升其责任意识，将谋略思维在高校教育管

理当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2.6大力培训教育管理人才

面对全新的时代背景，高校教育管理已经处于首要地

位，这意味着教育管理者，尤其是领导者必须要改变自身心

态，更加重视在管理中运用谋略思维，对运行机制进行全面

健全与完善，对内部组织结构进行综合优化，加大力度培养

教育管理人才，构建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对管理者的选派程

序、标准以及原则进行严格规范，确保选入人才具备端正的

思想态度、超高的业务素质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等，校内也

应该建立专职与正规培训结合的培训制度，从根本上强化教

育管理者的业务素质，确保谋略思维在高校教育管理中彻底

铺开[8]。

3 结语

总之，新时代对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高校领导者、教育管理者都应该意识到

积极创新的重要性，积极学习各类先进的教育管理经验和知

识，转变滞后的管理理念，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

原则，积极将谋略思维融入到高校的日常教育管理当中，解

放传统思想，破除常规定势，依据现实情况，创新出现代化

的教育管理机制，以确保高校教育管理更符合时代的发展，

全面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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