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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视角下的现代小学教育管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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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镇中心小学  浙江宁波  315122） 

 
摘要：教育改革逐渐的将以人为本作为教育管理 为重要的理念，人文

关怀就是其中比较能彰显其本质的一个部分。小学教育是教育体系中至

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他是奠定学生基础，直接影响一个学生综合素质的

时期，小学教育管理也是整个教务管理系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就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探索小学教育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

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学校实施人文关怀到底有哪些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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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小学教育管理中强调人文关怀的意义 
在我国，长期延用的是取自于泰勒、约达尔、韦博等的管理

理念，即，制度管理模式，当然小学教育管理也是用的这种管理
模式。这种模式固然对于学校管理的秩序进行和教学工作的井然
有序有极大的帮助，不仅使得学校管理井井有条还使各项工作效
率不断提高，但是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制度管
理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过度的强调程序，重视结果，整个过程都显
得异常理性而太过于机械式，这样看来我们的教育管理就像是一
项机械的运作，而不是一种社会形式的存在，总而言之，以往的
这种教育管理模式，忽略了作为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教育改革
后我们提倡素质教育，教育理念也改为了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不断的倡导要以人为本，这也结合了现在发展国学的口号， 早
提出以人为本的就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教
育管理过程中，不仅要有规范严谨的管理机制，也要有一种能弥
补这种机械的管理模式所带来的漏洞的形式， 大可能的以人为
本，突出学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
不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是主动的去遵守管理。在以后的教育管
理中，学校也要贯彻人文关怀的精神，不断的追求以人为本的目
标[1]。 

二、在小学教育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含义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将人放在 重要的位置，突出人的主

体地位和存在价值，关心人的多样化需求和精神需要，对于不同
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也要公平的对待，不断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小学教育管理中引入人文关怀，也就是说提高学生的地位，不
再一味地以老师的感受为主，协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尊重
学生之间存在差别，对于学生不再一味地追求学习成绩，在保证
学习成绩的同时关注学生的精神素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人文关怀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主要地位，能够很好的调节老
师与学生，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凸显出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投入到学习的过程中去。在如今这个
世界局面下，知识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时代要求人力资源的全面
开发，这必然是要通过教育管理体现出来的，教育管理为了与时
代发展的需求相一致，就必然要将人文关怀融入到教育中去。这
就意味着学校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教导学生的素养和品格，这对
于人的一生都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三、小学教育管理中运用人文关怀的主要途径 
（一）科学的看待并协调人文关怀与制度管理之间的矛盾 
在小学的教务管理当中，人文关怀与制度管理并非是矛盾的

存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且互为统一。但毕竟人文关怀是
感性的存在，制度管理是理性的存在，人文关怀是为了培养更好
的品质，制度管理是为了维持严谨的秩序，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在日常的工作中必然也有着不可避免的摩擦存在，也就是说
当制度管理的制度强调与人文关怀产生矛盾时，学校该如何使二
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第一、学校要充分把握制度管理与人文关
怀的属性与目的，并明确了解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第二、在制
定规则时要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情况下，不仅要满足科学和制度
的需要，达到规则所需要达到的目的，还要重视人的本性，尊重
人性化。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一个事物的发展状况，然而内因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学校的规章制度是学校维持秩序的手段，是外
因；小学生具有自身的思维、情感以及性格，因此人文关怀就在

学校教育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是内因。教育是一个培养
人，以人的需求为基础，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不断激发人
的主动性和自身潜能，使人做到更好的自己。一旦学校制度中出
现了不符合现代教育价值观的存在，要及时的召开制度会议，进
行制度的更新、调整或者修改。只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与人
性相结合，显示出学校的人文主义关怀，就能更好的达到教务管
理的 终意义，即，培养更加优秀的人才[2]。 

（二）重视教师对人文关怀的需要 
尽管说要体现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同样的，

也不能忽略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现代教育提倡素质
教育，不断的去关注学生的感受，但往往又忽视了教师的体验感
受。小学教师对一个学生来说有着启蒙的作用，对学生的一言一
行都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教师来说，他们既要管理学生，
又要受到学校的管理，因此他们既要用人文关怀的理念去对待学
生，自然也希望学校能够以人文关怀的理念去对待自己，在双向
的人文关怀对待中，老师才能够更好的以饱满的热情去对待学
生。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太过于理性，压抑了教师的主观感受，
使得他们在教育中缺乏创新以及热情，新的教育观念，解放了他
们的工作热情。 

（三）重视学校的人文关怀构建 
说到底，还是要重视对于学生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主体地位。

要把学生放到教育过程中的关键地位，要承认不同性格的学生之
间的主体差异，不断探索学生的身心要求，对于学生，要尊重他
们的不同兴趣，鼓励他们寻找自己的天赋所在并加以培养，不能
以妨碍学习而阻止他们培养自己的兴趣。对待小学生，要以人文
关怀的心态去关怀他们，让他们去理解学校的良苦用心。 

总结：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以来，人文关怀一词相继出现在教
育管理的过程中，对于学校的教育管理的各个方面来说，要将以
人为本深入贯彻到管理过程当中去，不仅要结合学校的现实情
况，还要结合时代的潮流脚步，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为社会发
展奠定优秀的人才基础。在实际的培养过程中，要从多方面考虑，
做到 优对待， 优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
才能更好的完善学校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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