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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双一流”视域下高校教学秘书角色的重新定位 
——以四川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李建艳  姜  莉  陈  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是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亦是中国高

等教育领域继“211 工程”、“985 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当前高校

对教学秘书在教务管理中的角色多有遮蔽，忽视了这一群体在推进高校

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功能，而“双一流”的大背景正是促发这一群体角色

转变的良好机遇。四川大学位于西部地区亦是国家进行“双一流”建设

的重点高校，抓好四川大学的“双一流” 建设对于中国具有独特而巨大

的地缘政治意义，而高校教学秘书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起到实质性

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以四川大学为考察中心，对教学秘书这一群体

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以发挥其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主体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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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教学秘书角色重新定位的必要性 
近年来, 对高校教学秘书角色定位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

的趋势，但缺乏个案的实证研究，本文则以笔者多年的调研及工
作经验为基础，以四川大学的个案研究为中心，考察高校教学秘
书这一角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传统意义中
高校教学秘书的职责是程序化的繁杂的工作事项，被动的完成各
项任务，长期一体化的工作流程遮蔽了这一群体的重要功能。“双
一流”建设作为当前我国的重大决策，也渐为高校教学秘书所熟
知。本文通过以位于中国西部的四川大学为考察的中心，梳理教
学秘书这一群体在“双一流”建设中应发挥的主体功能，观察其
在当前各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潮中所具有的新的角色定位，探
讨如何使这一群体突破其传统的定位并调动其积极性，从而为高
校的研究生和本科教学建设带来新型增涨空间。 

高校教学秘书是高校教学管理的基层参与者，在当前高校教
学改革的进程中，教学秘书角色愈显重要。笔者通过调研了解到
近年来教学秘书参与教学管理的角色研究热度并不高且近年呈
逐年下降趋势，而主要原因则是多样化的。这与当前我校“双一
流”建设的重要任务赋予高校教学秘书的职责是背道而驰，相互
矛盾的，因此迫切需要对高校教学秘书这一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二、角色困境：教学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却又不受重视 
（一）不可或缺 
据笔者调研发现，高校中的教学秘书除完成教学秘书的本职

工作即教学管理外，进行教学秘书管理的理论研究及全方位学习
提升者较少。近九成的教学秘书认为完成经验性的教学管理工作
即为完成了任务。从而使得这一职位具有了上升空间的惰性，而
同时由于这一职务本身又具有繁杂的日常工作事项，因而要求这
一角色既要完成其基本的经验性工作又要适时摆脱其传统的经
验性工作的窠臼，而进行高屋建瓴的高校教学管理研究理论思
考，故而越发使得这一角色在高校教学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实际工作教学秘书不仅是教学管理工作的实施者，也是教学
活动的制定者，在教学运行中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对院系领
导而言，教学秘书是助手和参谋，对师生而言，教学秘书是教学
工作的服务者，此外，教学秘书更是以教师的形象与学生进行接
触和联系的，在此过程中，教学秘书的言行能够对学生起到一定
的影响与表率作用。可见这一群体是高校一级管理部门与二级单
位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二）不受重视 
高校教学秘书为高校所有行政管理岗位中处于教学前沿的

岗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责权并重。而与此相反的却是高校教
学管理建设中对这一群体的不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各高校对教学秘书的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教学秘书的工
作纷繁复杂、工作待遇低、职业晋升空间小，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使得教学秘书队伍很不稳定；据笔者调研，一半以上的二级院校

教学秘书承担者超负荷的工作量，使其无瑕从事日常工作之外的
理论研究思考，更无外出交流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且在所有管
理岗位中，晋升空间最小。调查结果显示这一群体由于以上原因，
无法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其积极性，因而就无法带动“双一流”高
校的教学建设。尽管当前高校进行了各项人事改革，但并未能从
根本上改革这一群体的上升发展空间，亦会无法彻底带动高校教
学建设。 

2、教学秘书对自身的工作也存在认识偏差，忽视自身教学
管理专业化能力的提高。表现为教学秘书的职责不分，教学秘书
除了要承担教学管理工作，还需处理其他与教学相关的行政工
作；缺少有效选聘机制以及岗位培训体系，据笔者调研了解到很
多教学秘书是学非所用，专业严重不对口，在上岗前以及在职中
都没有接受过岗位培训，导致教学秘书的队伍结构不合理，整体
素质偏低；未建立起科学规范的考核制度和完善的激励制度， 难
以调动教学秘书的工作积极性，更好地为组织服务。 

三、转换角色定位：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实际行动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不能仅是喊口号，应落

实到实际践行中。高校教学管理是高校教学活动正常运行的基础
保障，而教学秘书是管理日常教学活动的重要主体。如何顺应时
势、迎接机遇、接受挑战，开辟新局面，探索高校教学管理的创
新路径研究范式，高校教学秘书应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一）加强对教学秘书群体在高校工作中的重视。据笔者调
研了解到五成以上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认为此职位在高校中不
受重视是个不争事实，而这与教学秘书在教学管理中担当的基础
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相称的，当前高校在建设“双一流”
的高潮背景下，应当从人事、管理等各方面大力改善这一现状，
给予教学秘书角色以足够尊重，重视教学秘书在教学管理中的相
应角色与职责功能，从而推动高校教学秘书队伍的建设，鼓励教
学秘书参与教学管理的专题研究，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学秘
书队伍。才能为高校教学建设得分管领导积极献言献策。 

（二）提升高校教学秘书的多任务处理能力。随着世界经济
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化，国内高
等教育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等新形势。与此相适应的是
当前传统的事务性工作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具有复杂劳动性质
的综合性管理工作渐成工作主体。这要求其角色已由事务性办事
员转变为兼具行政和业务双重职能的管理人员。角色定位的变
化，对教学秘书的能力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包括组织协调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现代化办公设备运用能力。
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加强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中的教
学建设，必须要求高校教学秘书形成合理的能力结构， 才能适
应新时期教学管理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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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四川大学校级第八期教改课题--《“一带一路”战略

和“双一流”建设视域下二级学院本科教学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