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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管理的创新研究
曹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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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介于高中和小学之间，对学生来说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因此这个阶段的教育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的塑造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积极转换科学的教育理念，优化教学工作，制定科学的教学制度。但目前初中

教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结合初中学生特点来进一步优化教育管理机制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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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教育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教育管理参与度低

很多人认为教育管理是教育部和各大学校管理者的工作，

与各学科任教教师无关，教师只负责教学就行。这种思想导

致教师对教育管理方面参与度不高，对其研究几乎为零。教

师在教育管理方面的参与度低，会阻碍教育管理创新的整体

发展。教育管理应该包含多方的参与，不仅仅是学校的管理

人员，还应该包括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初中阶段是学生

从少年迈向青少年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开始有叛

逆心理，十分有主见，且情绪波动较大。在此阶段，若家长

不主动教育管理，孩子很容易受到外界误导走向极端，这是

教师、家长和学校都不愿看到的。

（二）学生心理素质变化，导致逆反心理发生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学习知识的

方式也不断增加，其接触互联网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但初中

阶段的学生正处于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很容易沉迷于网

络无法自拔，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甚至无法分辨良莠

不齐的网络信息，容易上当受骗，严重的可能会走上违法犯

罪的道路。

二、初中教育管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应试教育与个性化教育相结合

初中阶段采用弹性教学方式，是在遵循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创新性和想象力。在基

本的教学框架下，允许教师发挥创新性，比如，对有较强个

性的学生，不能一味地用学校管理标准来让学生必须服从，

要做到了解具体情况，主动去关心学生，进行心理素质教育，

让学生从心理上进行转变，防止学生走向极端。因此当前应

试教育体系下的管理制度需要具备一定的弹性，传统体系保

障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不偏离主线，个性化教学方式能防

止青春期的学生走向极端，以此让学生人格得到尊重，进而

提升教学管理水平和成效。社会环境变化莫测，互联网的发

展也改变了教育的节奏，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教师应该顺

应时代的发展，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善于发现教育管理中的

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二）动员多方参与教育管理

让教师参与到教育管理过程中，因为教师是与学生接触

最多的人，他们能主动发现一些日常学生学习和管理上的问

题，采取更科学高效的管理方式，来提升学生课堂学习质量

和效率。家长也要参与到教育管理工作中，学校可以定期开

展针对教育管理的家长研讨会，让家长根据各自孩子的特点，

提出更科学的管理理念，同时也强化家长的监督责任，鼓励

家长及时向学校反馈教学管理中的问题，多提意见。建立健

全家长沟通机制，保证家长能积极参与进来，可以设置家长

轮值机制，由家长轮流担任教育管理成员，并建立有效的激

励机制，定期举办经验交流会，加强家长的参与度，帮助教

学管理进一步改善，从而提升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水平的提

升需要多方参与，学校也可以邀请外部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及时处理各方的投诉与建议，建立良好的信箱平台，为学校

的教育管理担负起责任。

（三）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

沟通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但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初中

学生来说，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深刻理解沟通的

含义和目标，这样才能达到有效沟通，进而解决学生遇到的

问题或消除师生之间的隔阂。良好的沟通，可以让学生逐步

对教师产生信任，进而也越来越愿意与教师沟通，师生关系

也得到很好的维系。作为教师不应该仅传授课堂知识，也要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定期给学生开展心理辅导，帮助学生排

解不良情绪，让学生主动去转变心态，寻找积极向上的解决

方法。但良好的沟通方式不是所有教师都能胜任，因此教育

管理部门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教师的软实力，建

立高素质的教学团队。学校应为教师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激励教师结合初中生的心理特点，积极展开沟通探究活动，

引导教育管理进一步优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教育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关键环节，对

教育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管理是个长期而又

艰巨的工作，需要多方参与进来。创新教育理念，跟上时代

的发展，打造优质的教育团队，建立高效的沟通与监督反馈

机制，从而保证教学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让初中学生健

康快乐地学习和成长，努力成为社会有用的高素质人才。教

育管理改革是个长期性工作，需要紧跟时代，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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