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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级学院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基层单位是高校教育教学独立运行的主体。创新院(部)教

务管理运行机制是高校优化校院两级教务管理体系的战略要务，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组织保障。

明晰二级学院教务管理要务，提出“优构机制、理顺关系、强化意识、明确目标”的高效有序的

善治理念与运行机制，培育孵化教育质量提升的正能量，切实化解教学管理进程中的困难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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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结构形式呈现多元化，高

校二级学院管理职能拓展已成为国内外教学管理的

新范式。规范二级学院教务管理模式研究、完善二

级学院教务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贯彻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应时深化教育改革的现实任务。

提高二级学院教务管理工作质量和管理水平，研究

教务管理高效运行对策，切实化解学院教务管理进

程中的困难与问题是高校必须承担的教研课题。 

一、二级学院教务管理的基本内涵 

上世纪末年至今，我国高校发展，“精英教育”

转向“大众教育”用时不到十年
[1]
。高等教育粗犷型

跨越式发展推进“校--院”两级教学管理模式的确

立，直接作用于大学科之间。 

第一，学院教务管理应循的规律，是教务管理

取得实效的行为指南。⑴本质的育人性。教务管理

全程关联专业人才的培育，脱离育人的本质，教务

管理就失去意义。⑵内涵的学术性。教务管理兼有

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双重职能，既映射管理对象的

学术性特征，也彰显自身具有学术性。⑶过程的主

体性。二级学院，执行院长负责制下的教学副院长

--教研办主任--系主任三级体系，学院是各专业培

养计划的落实、质管、优化的动态进程运维的主体。

⑷ 职能的辅佐性。教务管理实践渗透在全院教学运

维的各个环节，为领导决策服务、为教师教学服务、

为学生学习服务都是辅助性职能的表现。⑸事务的

繁杂性。教务管理繁琐复杂，学院教学活动的每一

件事均与教务管理相关。⑹执业的规范性。教务管

理政策性、原则性很强，须充分了解教育教学的政

策法规，坚持原则，维护学校政策、制度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⑺要务的时效性。教务管理时效性强，

不容拖沓与推诿。⑻处事的严谨性。教务管理在权

力、关系、人情而前，处事须严谨。⑼工作的重复

性。教务管理人员的履职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

具有重复性和规律性。⑽绩效的虚隐性。教务管理

绩效，工作的量化不能反映工作的质效。教务管理

的作用与教务管理人员的业绩容易被虚化
[2]
。 

第二，优质高效的教务管理行为，都是基于遵

循教务管理原则的体现。教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有：

（1）民主参与性原则。教务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学院

教职工与学生，调动大家的议管、协管的积极性，

使学院教务管理的决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执行

力。（2）形式多样性原则。高等教育教学必须满足

人才培育的多样性，要求学院的教务管理依据本院

的培养方案、专业特点、培养规格、教学条件提出

切合实际的管理策略。（3）动态运行性原则。教务

管理是对全院教学要素的有机组合、监控质效、适

时调控的动态运行的治理。要求教务管理人员用宏

观思维完善微观管理，前瞻性地引导专业教育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造就。（4）目标质效性原

则。用精细化教务管理实现二级学院教育教学质量

与效益的双高，以人才培养与科技成果来服务社会、

回馈社会
[3]
。尽管高校基层学院的教务管理所产生管

理质效多数是无形的，螺钉之功与支点之要无疑是

具有价值的。 

第三，学院教务管理主要内涵
[4]
：（1）教育目标

的愿景。教学目标是教学管理、是教学活动的领纲。

在明确的教育目标指引下，教务管理协调全院上下

教学行为与教育目标达成一致性，使学院成为富有

成效的组织。（2）鲜明的教学特色。教育特色是教

育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创新学院教学特色是构建具

有活力的院级教务管理模式的思想基础。根据学院

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素质达标要求，科学地组织



 
 34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3 期 

教学过程，实现教学资源（人力、财力、物力、时

间、信息等）的充分利用，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维

护教学进程。（3）正确的管理策略。学院管理层的

治理策略关乎计划、指导、组织、人力、管控和评

价，正确的策略可消除学院内的矛盾、问题，客观

地评估人、事的绩效与成果、公正地兑现激励与惩

治，兼顾以人为本、发扬民主精神，使学院管理获

取最大的效能。（4）客观的质量监控。质量监控能

有效改进学院在教学管理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或欠

缺。具体表现为对影响学院教学质效的诸因素、诸

环节，涵盖教学目标和内容、教师授业与进取、学

生治学与就业、师生相容与相长、竞争力培育和优

化等要素的监测、反馈、研究、调控，适时为教学

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研究新对策，尽力实践质效最

优化的探索。 

二、二级院教务管理运行机制优化的理性思考 

（一）二级学院教务管理质量生成要素优化 

思想认识、组织架构、人员素质、队伍稳定、

价值认可、信息技术等，这是教务管理质量生成的

有机要素。（1）思想认识。教务管理既需要服从领

导决策、服务师生教学、善理日常事务，更需要专

业领悟、创新意识、科学预见、前瞻分析、主动参

与。（2）组织架构。教务管理组织架构因其成员升

迁或转行的影响，凸显任职的“流水性”与在岗的

“兼职性”，这是教务管理无专业技术系列认定、教

务管理者无职务升迁机会导致的组织离散。（3）人

员素质。教务管理人员专业不尽对口，转岗、照顾

者甚多，缺乏对高校教学基本规律和专业教育内在

联系的认识，管理漂浮在事务性工作表层。（4）队

伍稳定。稳定的教学管理队伍是维系教务管理持续

有序进行的保证。院级教务管理成员“走马灯”式

更换，主要原因是缺乏晋升机会、工作琐碎繁杂、

稍不谨慎的疏漏便出问题与事故。（5）价值认可。

教务管理的价值被肤浅地定位在简单的重复性事务

型劳作，无需高深学问，忽略其学术性与艺术性。

这种偏见直接将教务管理的整体地位长期低置、教

务管理人员培养缺位、管理工作质效不高。（6）信

息技术。管理信息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

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精品课程与幕课倒逼中国

高等教育提升竞争力
[6]
，学年学分制向完全学分制转

变中的诸多信息处理要求等等，本质上要求教务管

理全面实行计算机辅助教务管理。要推进高等教育

健康持续、高质有效地发展客观上需求教务管理的

与时俱进，积极优化教务管理质量的生成要素，科

学合理地诠释教务管理本质，促进教务管理的有机

构成趋向和谐共济，当务之急在于完善教务管理高

效运行机制的构建。 

（二）二级学院教务管理运行机制理性思考 

建立高效有序教务管理运行机制需要“优构机

制、理顺关系、强化意识、明确目标”，解析如下： 

第一，优构机制。（1）建立教学秩序与教学质

量保障机制：探究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效性，重视培

养方案、教学过程、修读方式、课程模式的有效执

行，精细地管理教学质量生成的每一环节；加快教

学内容更新与教学方法的改革，通过教学督查引导

教学内容贴近时现实、瞄准前沿、发现热点、破解

难点；采用多种启发式教学方法革新流行的“多媒

体电灌”，形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互动为

形式、媒体为情境的灵动教学模式；以教学“质量

工程”建设为契机、以培养“工程素质”为主导，

加强特色专业、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程、

实践基地等方面建设，整体优化教学质量培育环境；

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完善实验设施、实验设计、实

习项目、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管理，充分启发

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实践参与能力。（2）建

立规范管理与文化管理协同机制：教育精神凝聚着

学术文化、教学文化与管理文化，这是教育历史积

淀的思想成果与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与

行为感召力，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双管齐下，达成

全院师生的荣辱意识、责任意识、质效意识的共识。

刚性规范与柔性文化相互参透的教务管理，是辅助

教学质量提升的巨大动力。（3）建立控制监督与协

调服务机制：高校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有限的教学

资源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选课与安排教学是以人

为本的服务实践。加强教务管理队伍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树立服务理念；制定有益于教师教改与科

学研究的教学规章与制度，规范教务管理的服务行

为；完善学分制管理，整合优质教学资源、完善平

台课程建设、实现教学资源共享；逐步建立学生专

业选择的相关制度，尊重学生求学意愿，培养学生

自我负责意识；让专业教育主动接受市场经济社会

对高等教育的“适者生存”的检验，使学院的专业

建设更符合学生需要、社会需要。加速教育管理信

息化平台建设，不断实现教务管理的数字化、网络

化与管理服务的人文化、精细化、现代化。（4）建

立常规管理与适时创新机制：管理创新是教务管理

的生命线，专业教学计划向人才培养方案转变需深

入研究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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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问题；教务管理信息化建设需研究工作方式

方法的完善，管理员素质拓展与创新；管理制度创

新应以适应新的教学环境、教学设施、教学资讯。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素质教育体系、创业教育体系、

课程教学形式、教学评价机制等，呼唤教务管理机

理创新。5）建立注重实践与注重研究并重机制。树

立教务管理是教学管理组成部分、教务管理研究成

果也是教学成果的观念，任何缺位管理的教学行为

都有可能敷衍塞责、每个不受约束的教、学主体都

有可能玩忽懈怠，重视管理研究就是培育教务管理

体系的治理能力建设，用规制与文化唤醒大家对教

学质量提高的自觉性。 

第二，理顺关系。（1）教师授教与学生求学的

关系。“教”、“学”是教学中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

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方面，学生是产生教学

质量的载体。教务管理需要一手抓“教风建设”，使

教师具有良好的师德风范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为人

师表、言传身教、教学育人；一手抓“学风建设”，

使学生具有优秀的品格修养与强烈的求索精神，身

心健康、潜心治学、专业成才；以“教风”促“学

风”，以“学风”推“教风”，和谐与共教学相长。（2）

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这是教务管理的双重

职能，前者为日常教学组织安排，以满足教学过程

方方面面的工作井然有序，是建立稳定教学秩序的

基础；后者强调教务管理科学研究，以应对办学自

主权的日益扩大与人才培养规格的市场满足，是确

保培养目标实现的抓手。（3）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

的关系。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互成制约，前者关注

教学全程诸环节的管理，讲究管理工作流程的质量；

后者关注教学目标的分解的落实，追求管理终极目

标的统一。学院教务管理既要服从学校统一目标，

又要实现本院管理的子目标。（4）制度管理与人文

关怀的关系。两种不同的处事态度，制度体系的主

要成分是服从与约束，强调“严格、严谨、规范、

有序”，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包容性不够；面对教学

活动所具有的动态性、多样性、创新性特点，人文

关怀的柔性管理就显得难能可贵。院级教务管理不

仅要遵循教学规律，更要“以师生为本、以质效为

本、以特色为本”。 

第三，强化意识。树立敬业、质量、服务、合

作、创新、效益、学习意识。敬业意识强调对教育

事业忠诚、在岗爱岗执岗；质量意识是重在教务管

理者从自身做起，把好本职工作的质量关。服务意

识表现为每个人都是服务的主、客体，按教学规律

最优化地组织教学活动。合作意识包含领导与干事

的合作、干事与教师的合作、干事与学生的合作、

干事与干事的合作，其中教务管理者是合作的关键，

集体智慧使管理更科学、民主。创新意识是面对已

经变化并且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创造性地开展并

改进工作。效益意识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得相对大的

收获，使管理的功能最大化。学习意识是养成学习

习惯，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及时知识更

新，提高管理水平。 

第四，明确目标。人才培养方案几经修订，教

学目标定位在知识、能力与素质三项上，终极目标

是提高育人质量。教务管理的目标始终以教学为中

心、用优质管理有效地辅助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务

管理的主体目标是师生，通过组织教师的优质教学

资源为学生的认知与非认知因素发展服务，师生主

体相容共生；教务管理的客体目标时课程建设和制

度建设。主体目标定位决定客体目标定位，客体目

标对主体目标有很强的保障作用。
[7]
 

三、土木工程学院教务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实践 

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呈现大学生就业困难，导

致全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质疑，倒逼高校的内涵

式发展，二级学院的响应刻不容缓。我院清楚地认

识到：内涵式发展须追求教学质量，提升办学的“软

实力”，实现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须实施

精细管理谋划，科学地组织有限的教学资源增进教

学系统与管理系统的运作力；须落实特色管理战略，

将特色建设确立在学院改革发展的显要地位，使专

业品牌的培育成为推进我院发展的引擎；学院迈入

全新的内涵式持续发展。呼吁学院教务管理运行机

制创新，我院的决策是：让“办学理念”成为学院

内涵发展的导航标杆、让“文化建设”成为学院内

涵发展的殷实底蕴、让“教师成长”成为学院内涵

发展的牢固基石、让“立德树人”成为学院内涵发

展的生命源泉、让“教学科研”成为学院内涵发展

的不竭动力、让“特色建设”成为学院内涵发展的

理想追求。土木工程学院近年来，探索院—教研办

—系三级教务管理运行模式，力求教学与教务互动

互促，建筑环节少、职责明、管理实、效率高的教

务管理之路，夯实教学质量增效途径。我院教务管

理运行机制创新实践为：注重教务管理队伍建设、

提高教务管理工作地位、强化教务信息化运用、创

新教务管理工作机制。 

（一）注重教务管理队伍的建设 

学院教务管理队伍建设是实现我院教务管理人

力资源及教学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学院教务管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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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现教务管理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的保障。

我院启用教务管理系统的岗位竞聘机制，教学副院

长、教研办主任、系主任的竞聘接受全院员工的考

核与认可。对教务管理系统成员的德、能、勤、绩

适时进行追踪评估，通过实施对应的激励机制调动

其工作热情，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岗位津贴、

评奖评优等方面尽量消除与同等条件的教学、科研

人员的差距，激发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提高教务管理工作的地位 

我院根据自身实情，科学地设计教学管理岗位，

研定教学管理人员的选聘条件和岗位职责，广纳贤

才充实教学管理队伍，并将教务管理与教学放在同

等重要的地位，充分认识教务管理在教学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重视对教务管理人员科研素质提升的引

导，鼓励参与教研课题的申报、扶植教研成果的产

出。我院教务管理系统成员均已拥有自己主持的教

研课题，研究成果也相应发表在高级别的核心期刊

上，教务管理者的任职能力得到提高，管理效能不

断提高。 

（三）强化教务管理信息化运用 

信息资源数字化已成全球趋势，教育信息化速

推高校教育资源云共享的平台建设，高校教务信息

系统将管理置于网络平台之中，充分享用网络技术、

媒体技术、通讯技术管理教务事务是学院教务管理

的必然要求。我院不仅建立了教师的 QQ 群，也有学

生班长、学习委员、教务助理 QQ 群，采用邮件、飞

信、微信形成全院全方位、多渠道的信息网络，教

务管理信息得以及时、准确的传达与落实。我院网

站建设不断优化，教务管理的规范、措施、程序、

要求均网上录入，师生对此的知晓度与执行率初步

提高。 

（四）创新教务管理工作机制 

创新是增强教务管理实效的明智之举，“人才任

用、奖惩激励、职业发展”机制的确立，使我院教

务管理呈现生机与活力。1）科学的人才任用是创新

教务管理机制的关键，事关教务管理者工作积极性

的调动、助以实现教务管理职能的最大实效。2）奖

惩激励机制是对管理工作优劣的褒贬，奖励（物质

奖励与精神奖励并重）教务管理者的工作业绩以孕

育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教务管理优化。处罚是对应

的制约机制，是对工作消极、时出错漏的人员给予

适度的惩罚，以此规避管理者的“职业倦怠”。3）

职业发展机制相对于教务管理须从长计议，国家人

力资源研究须补缺教学管理系列的技术职务系列的

认定，否则将严重挫伤教务管理队伍建设。我院的

解决方案是确认行政职级并完善岗位轮换，使教务

管理人员的职业发展有双项选择，促成学院人力资

源需求与教务管理者职业生涯需求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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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operation mechanism on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secondary colleges of university 

YANG Jing, SHI San-yuan, HU Qi-pi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A secondary college in univers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workers for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obta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high quality, it is urgent to optimize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ystems in both the level of college and that of university. However, this strategic task remains a challenge since the 
critical issue, i.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s still unclear.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 
we proposed some efficient and well-organized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administration, that is, the mechanism of optimization and building management, straightening out relations with 
management related ,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ake clear the go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Key words: Secondary Colleg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novating mechanism; Practical 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