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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人文管理工作是学院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基础性工

作。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我国高职人文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对策。结果发现高职学校人文管理主

要存在管理者重制度管理,轻人文管理；教师的教育管理的主体地位不够独立；学生的自我发展的主

体地位不够重视等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人文管理理念欠缺、管理方式有待改进；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还存在不尽完善的方面；对教师学生自身发展的关注力度不够。结合文献研究,提出增强高职教育

人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立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利用人文管理导向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

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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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istic management work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college 

management work, and 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work to maintain the normal teaching order of the school.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humanistic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and seeks sol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manistic management in vocational schools mainly involves 

managers emphasizing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nd neglecting humanistic management. The subject status of 

teachers'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s not independent enough; there are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mphasis on 

the subject status of students' self-development. The main reasons include: a lack of humanistic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in management methods; imperfect aspect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self-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lutions such as enhanc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manistic manage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modern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utilizing humanistic 

management orientation to stimulate teachers'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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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调整和改革,不断

得到发展和优化,逐渐形成了适应经济体制发展的管理新体制。

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国家现代化的建设需要更多

专业能力较强的应用人才。现有的高职教育管理体系已经不能

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高职院校亟待

要求进行新一轮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社会输送更高水平的

应用人才。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管理体制仍存在行政化趋

势明显,办学自主权得不到彰显,与社会需求脱钩以及过分追求

利益等固有问题[1]。在高职院校人文管理方面仍然存在学校工

作固守陈规、师生之间人文关怀欠缺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为了

提升高职教育管理效果,对于高职学校人文管理改革变得刻不

容缓。 

1 高职人文管理存在的问题 

1.1管理者重制度管理,轻人文管理 

首先,过于依赖传统的制度管理方式并把重点放在制度管

理上,主要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制度管理能够保证各项工

作的有序合理进行,提高管理效果,使管理结果更加有效。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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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中管理者太过于重视制度管理,对于人文管理并没有太

放在心上[2]。其次是忽略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管理要素的同等重

要性。学校管理因素的重要影响要素还有很多,个人本身的管理

因素往往是管理最容易忽略掉的,但其实学校文化管理元素中

人仍然是个核心要素,个人本身具有强烈主观能动性,具有发挥

一定创造性的主体积极性,同时他还需要具有创新实践精神和

创新能力,因此,学校文化教育管理要素应该真正尊重到人与生

俱来的这种主体性,激发起人创造性的自主积极性。 

1.2教师的教育管理的主体地位不够独立 

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应该充分尊重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学术

自由探索权,以便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潜力,并且能够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专业特长。然而,在实际的管理实践中,仍然

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学校只是简单地规定了教师的授课内容,

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的个人情况,以及他们的学习需求,从

而限制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活动的发展。许多高职院校

甚至严格规定了教师的授课时长、方式和手段,这种强制性的

规定极大地削弱了教师的自主性,因为学科之间的差异导致教

学目标和要求的差异,即使是同一门学科,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教

学方式[3]。 

1.3学生的自我发展的主体地位不够重视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学生们越来越多地拥有了自主

选择专业的权利,这也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然而,在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由于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很多人只能按照

既定的标准去选择,而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然而,由于大多数

考生缺乏对学校和专业的深入理解,家长对学生的自我发展的

主体地位不够重视,导致学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使得他

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4]。 

2 高职人文管理存在原因分析 

2.1人文管理理念欠缺、管理方式有待改进 

传统高校对本科和高职学生的管理实践,在学生管理教育

思想观念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具体问题表现在教学管理行

为方式的转变和内部管理规范制度的设计上。过去,高校只注重

实施行政管制型的管理方式,而忽视了满足多元化管理实践需

求的重要性,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和管理模式与当今知识经济

社会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5]。种种教学弊端和深层次问题在这

个时代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中愈发显著。因此,需要进行根本性

的彻底改革。由于传统的经验管理和行政管理思维,许多高职院

校的领导层偏重于依靠传统的法律法规,而忽视了培养具备创

造力的学生,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而且还阻碍了

他们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潜能,使得他们无法

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从而阻碍了他们的成长。 

2.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还存在不尽完善的方面 

当前我国全日制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时间并不久远。在培

养高素质人才方面,传统的教学组织模式在高等教育中得以保

留。这一模式既是由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和需

求所致,也受到了西方高等教育办学制度模式的影响。为了推动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快速发展,高校也积极作出了努力,为适应

社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国家政府对传统的高等教育培养模

式进行了调整,减少了重点综合性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数量,并强

调发展应用型理工科院校[6]。这样一来,社会就能培养出更多从

事工业化劳动的人才,尽管这种教育模式在当时对于国内经济

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市场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良

性发展。然而,由于这种以理工科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忽视了对

文科基础教育技能的实际传授,对于后来高等教育的应用性发

展方向造成了严重不利的消极影响,许多中高职毕业生习惯于

采纳这种人才培养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忽视了人文素养教育的

培养,导致学生的身心发展逐渐受到其影响。由于缺乏对基本人

文知识的认识,人文传统教育往往被与基本科学知识教育刻意

割裂分隔开来,同时出现了人文管理不足的问题。 

2.3对教师学生自身发展的关注力度不够 

学校发展要培养成为一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力量的拥有真

正特色的学校优质人文教育智力资源,并且应该在其自主持续

发展过程中实现下面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将培养出的大批高素

质优秀型的中青年教师,二也是逐步将这些学生全部培养发展

成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新需要特点的新型人才,要进一步

实现以上这一两个主要目标,促进现代学校制度的科学发展,就

要逐步实现青年教师的和年轻学生素质的协调共同快速发展,

实践一再证明,高素质的青年教师始终是现代学校快速发展需

要的一项重要资源[7]。学校的真正意义的价值目标与教育目的

则是希望通过个性化培养方式,引导学生自己努力地成为真正

更有发挥自己个人价值能力的人,在逐步成功与实现人生核心

价值目标过程中,去充分地体验学习的成功,促进个人心灵人格

得到进一步的成长与升华,得到全面的进步和发展。学校管理应

该还要做到关注学生、教师个人幸福的全面成长,要做到真正建

成一座具有德育引领性、示范性、人文性等特征的和谐校园。

促进学、教全面协调而全面持续的发展。 

3 高职人文管理优化路径 

3.1增强高职教育人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增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中,

我们需要摆脱传统教育的偏向,即强调知识的实际运用,并且认

真思考如何让学生获得真正的人文修养。我们需要改变现状,

让我们的课程更多地聚焦于创造性思维,让我们的课程更多地

涉及到个体的情感、价值观、道德品质等方面。我们需要让我

们的课程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富有创造精神的课堂,让我们的课

程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课堂。并且应该把握好课堂的节奏,让每

一位学子都参与到课堂的活跃之中,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人文

素质都受到充分的提升,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8]。 

3.2建立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体制 

各级政府进一步规范普通高职的教育招生管理领导体制。

不能单论教师是学校主管高中教育管理的行政主管官员,还是

地方教育和主管基础教育部门中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在高校

对普通高职进行统一管理教育时,应尊重高职的自主管理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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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高职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减少一贯的行政干预,更多

地采取监管的办法管理高职,让高职根据本校实际情况自主

发展[9]。此外,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运行机制在法律、政策

等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这使得高职在运行过程中困难

重重,高职发展举步维艰,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高职发展,

而良好的外部环境对高职发展尤其是高职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

要。所以需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学校教师队伍,促进高职教育管理

水平的提高[11]。 

3.3利用人文管理导向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无数的管理学案例表明,教师在学校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教师不仅在私立学校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公立学校中也扮

演着主要的角色。教师是高职教学管理中最核心的资源和竞争

力的源泉,而高职教师不仅承担着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

要使命,而且教学研究项目和科研课题也在多个领域开展,因此

其工作表现与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直接相关,其研究成果对相

关专业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在高职教学管理中,

要充分重视高职教师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促使他们把个人的奋

斗目标与学校的发展目标趋于一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个人才能[10]。 

4 结论 

本文分析和探讨了有关一些高职人文进行其管理时存在的

问题,并对提出的方法及其形成问题原因方面的理论进行分析,

为更好地推动高职学校人文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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