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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对教师的成长和教学的有序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新时代，教师承担着为民族伟大复

兴培养时代新人的立德树人任务。因此，高职院校在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应从教师的实际需求入手，

创造性地转化行政管理范式和方法理念，并给予被管理者更多的自由和成长空间。传统的高职院校行政

管理常导致非学术性劳心劳力和管理者与教师间的冲突。制度指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师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无法满足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文运用和谐管理理念，即温情化的人性管理理念对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改革进行浅析。这一理念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高职院

校培养时代新人发挥关键作用。因此，高职院校在行政管理改革过程中，应积极推动和谐管理理念的落

实，树立以教师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构建温情化的和谐校园，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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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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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teachers and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teachers undertake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daily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hould start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teachers,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administrative paradigm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pts, and give more freedom and growth space to the administrated. Traditional administra-
tive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often leads to non-academic labor and conflict be-
tween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Institutional directives constrain teachers’ motivation and 
creativit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fail to meet the current need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management, i.e., the warm humanis-
tic management concept to analyze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his 
concept can maximize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the administrators and play a key role in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management, set up a teacher-centered service concept, build a warm and harmo-
nious campus, and better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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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的模式，长期以来都是以偶尔发生教师与管理者冲突、经常教师与管理者非学术

性劳心劳力为主的发展状态[1]，在这种行政管理模式下，行政管理活动本身更多的是在下达管理指令，

大多数的行政管理内容、工作事件通过命令的形式，要求教师严格地遵循。虽然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模

式在规范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维护教师教学、科研秩序，保证教学计划等按部就班的完成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日益提高，在教育领

域人本思想、“为人民服务”、“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传

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劣势和不适性也变得更加明显[2] [3] [4]。因此，在本研究中，对和谐管理理念下的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改革进行反思研究，并结合一些实例进行展望。 

2. 和谐管理理念的内涵 

2.1. 和谐管理理念 

和谐管理理念的核心思想是做好服务，在和谐管理理念下，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更加关注服务好被

管理者，充分发挥被管理者的个人创造性。和谐管理理论是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重要的研究之

一。和谐管理理念具有异常丰厚的内涵，而且其相关概念、定义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和延伸[5]。从概念上

讲，和谐管理本质目的是对人的管理，因此，它更加强调和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包括个性、能力、创造

性等，从而不断推动人性的解放。从社群意义上讲，和谐管理理念的定义还包含人类自我管理认知和管

理文化的螺旋式发展，也是精神文化范畴的一种进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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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和谐管理理念下的高职院校行政管理 

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的目标是服务于教师的发展，而教师的发展，是服务于学校发展、地方经济发展

和社会需要的。新时代民族伟大复兴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对于高校教师来说，他们

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更加需要发挥创新能力来为国家培养综合素质强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对教师的

发展，传统的呈现频发的非学术性劳心劳力和偶发的管理者与教师间的冲突发展态势的行政管理范式，

存在较多的制约和束缚机制。这就需要高职院校行政管理要借鉴和引入温情化的人性管理理念，在行政

管理过程中，一方面关注教师性格特质的积极引导和有效的发挥，要关心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状态，

理解教师内心的感受，更要注重教师们在情绪管理、行为等方面的不同，因而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的行

政管理模式，这样才能够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能促进教师培养时代新人的重任。行政管

理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教师服务好教学。教师是高职院校各项教育教学计划的基层执行者，他们为国

家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需要教师自身有着直接、深刻和清晰的了解，不能因为非学术性工作分心[7]。
因此，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要主动理解和解决教师的各项需求，关注并欣赏教师的性格特质，激励教

师教科研中勇于创新。 

3. 传统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高效的行政管理秩序 

高职院校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行政管理效率低下是核心难题之一。内部的行政管理体

系复杂、管理程序繁琐，各个部门间沟通受阻、信息交流不畅，这些都在降低协同合作的效率。而且，

部分员工在权利与责任的界限上不够明确，导致层级之间产生内耗，进而影响到决策的速度和质量。在

实际的工作中，这种状况经常导致对重要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进程拖沓。简而言之，这些都是影响高职院

校行政管理效率的主要障碍。其次，管理人员的素质、专业背景问题也是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一些管理人员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和专业背景，在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上存在明显的短板，这无疑

增加了高职院校管理工作出现延误和失误的风险[8]。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对高职院校

行政管理效率的影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对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职院校需要与时俱进，适应这种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否则将难以避免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困境。 

3.2. 管理者角色认知模糊 

在传统的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管理人员常常是行政管理活动的核心，而非主要服务对象

——教师等人员。这种以管理者为中心的教学观念范式中，管理者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角色认知趋向模糊。

然而，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各项管理制度、规章、条例的制定和执行往往更多地依据管理者的经验、

主观意识，而对于被管理者——教师们的实际情况则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管理者在制

定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时，更多地是为了便于自身的管理，而不是首先考虑教学的根本目的。这种

以管理者角色认知模糊模式，使得高职院校的各项行政管理活动和计划显得僵化、生硬，缺乏温情化的

色彩。柔性管理和人文关怀的缺失恰恰也是这种模式的明显缺陷[9]。为了改善这种情况，高职院校应该

转变行政管理观念，更加注重服务教师和学生，提高管理活动的灵活性和人性化程度。同时，应该加强

与教师和学生的沟通与互动，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规章和制度。 

3.3. 管理方法脸谱化 

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长期以来过于脸谱化，所有的行政管理活动都遵循统一的行政指令进行。这种

管理方法忽略了教师等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限制了教师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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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此外，由于采取的是行政指令式的统一管理制度，在面对特殊事件时，这种管理方式的灵活性、

韧性不足，容易导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产生对立[1]。最终，这种管理方式不仅达

不到预期的效果，管理者也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而被管理者教师等更是不欢迎这种管理模式。 

3.4. 教师能动性受限 

在教师职业生涯的关键阶段，尤其是青年教师，正处在形成独特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的阶段。他们

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接触到的各类事物，对其教学个性和行为塑造产生直接影响。然而，目前许多高职

院校仍沿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忽视教师的个人特质成长。大量统一的教学活动占用了教师的自主时

间，而非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现象不利于教师教学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当教师的科研兴趣点和教

学个性受到压制时，对其未来的长远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显然，在严格、硬性的行政管理约束下，

教师的创新热情和创造精神受到抑制，这与高职院校教师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人的时代新人的目标背

道而驰。 

3.5. 教师的角色缺失 

在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领域，教师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其角色不容忽视。如果教师在行政

管理中的角色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那么行政管理活动本身就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然而，当前高职院校

的行政管理模式主要侧重于行政管理，导致教师的重要地位被忽视。行政管理者往往通过行政指令的方

式，使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虽然近年来教师地位逐渐受到重视，但缺乏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参与机

制，导致许多教师的优秀管理思路和理念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仅是对教师资源的浪费，也制约了

教师参与行政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和热情。 

4. 和谐管理理念下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改革的意义 

4.1. 是全过程民主的“高职模式” 

在和谐管理理念的指引下，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场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打破长久

以来的行政指令式管理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现代化和民主的管理模式。首先，民主评议的机制引入

行政管理之中。这将使得每一个教师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教师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被充分尊重和重视，他们不再是单纯地接受命令，而是成为学校行政管理中的重

要参与者。此外，教师自主管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教师往往只是执行者，

而在新的管理模式下，他们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管理责任。这种转变不仅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热情，

也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管理角色的发挥将得到前所未

有的重视。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成为了学校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决策者和参与者。这种角色的

转变，不仅提升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使得学校的行政管理更加民主、科学和高效。这些层面的改革，

将改变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的整体环境。它使得管理更加民主、开放和包容，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行

政管理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见，随着这种管理理念的深入人心，未来高职院校的全过

程民主管理模式将会不断创新和完善，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4.2. 是行政管理工作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在行政管理领域，我们面临的管理对象繁多，工作复杂度极高。然而，如果我们能将温情化的人性

管理的理念融入到管理实践中，那么在制度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被管理者的实际状况，就能

大大提高管理的效率与满意度。比如在学生住宿管理方面，如果学校能够充分倾听学生代表的意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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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兴趣、习惯等特性来合理安排宿舍，这将对学生的住宿满意度和宿舍文化的形成产生深远影

响。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在和谐管理理念的指导下，能够更加注重满足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真实需求。这种从传统管理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不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政管理氛围，更能在

整体上促进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4.3. 是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关键保障 

在高职院校中，教学质量无疑是教师教学活动的核心所在，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

政管理模式的制约与影响。一个合理且高效的管理模式不仅决定了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更在深层次上

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提升。行政管理的核心任务是为教学活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包括但不限于教学基

础设施的完善、教学规章制度的制定、教师队伍的管理以及考评制度的建立等。这些看似细微的方面，

实则对教学质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和谐管理理念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行政管理也需更加注重温情

化。每位教师都有其独特的学科背景和教学科研能力，因此，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已然不再适应现代教育

的要求。相反，我们应该根据教师的个体差异进行差异化评价，真正实现柔性、人性管理[10]。这不仅可

以激发教师们的主体性，更能推动他们进行教学与科研的积极性，从而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从长远的教育目标出发，高职院校应积极推进和谐管理理念下的行政管理改革。这样的改革不仅有助于

提升教学质量，更是对教师们内在成长动力的深度挖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有望在未来的高职教育

领域中实现更高的教学质量与更好的教育成果。 

4.4. 是教师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土壤 

在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改革中，和谐管理理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理念的核心在于尊重和发挥

被管理者的个性，它让学校管理模式更富有温情，同时也更有利于教师个性的发展。尤其在当前强调创

新和创业教育的背景下，和谐管理不仅能激发教师的创造力，还能提供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让

教师们能够大胆展现自己的个性，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培养出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激情的时代新

人。因此，引入和谐管理理念，对于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改革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5. 和谐管理理念下的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改革的具体措施 

5.1. 培育温情化的管理文化 

在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模式的革新之路上，管理文化的培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是因为文

化熏陶对于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无声地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当前追

求和谐的管理理念背景下，温情化的管理文化更应成为我们着重培育的焦点。要让这种温情化的管理理

念深入人心，学校需采取一系列的宣传措施。这些措施应当是多元且富有深度的，确保每一位教师和学

校管理者都能从中领会到被管理者的立场和需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共同营造出一个更加和谐、

富有理解与尊重的工作环境。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还需要在管理文化中注入新的时代元素，使其焕发新

的活力。这不仅是对优秀管理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其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当和谐的管理理念真正深

入人心，它将成为推动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改革与完善的强大精神引擎。 

5.2. 厚植服务意识 

在高职院校这片热土上，我们需要掀起一场行政管理改革的浪潮。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模式转换，而

是一场理念的升华。曾经的管理模式，如今需要化作服务的羽翼，在和谐的氛围中展翅翱翔。行政管理，

本质即服务。管理对象与服务对象本无间，心相近。若想管理活动之花绽放，必先洞悉服务对象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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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如此，方能提供有的放矢的服务，满足学校师生的切身所需。和谐管理理念，如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将管理模式转变为服务模式，不仅是文字的转变，更是理念的升华。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者们，

需深谙服务之本质，以人为本，用科学合理的方案诠释服务的真谛。管理者应当以满腔的热情与严谨的

态度，关注每一个管理活动的细节，让服务的精神在这里生根发芽，让行政管理改革之树茁壮成长，终

将绽放出和谐、繁荣的未来。 

5.3. 树立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理念 

在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领域，教师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求我们充分肯定

并确立教师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主导者角色，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使行政管理更为贴合教

师的实际需求。同时，行政管理制度的制定应当更多地吸纳教师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从教师的角度

出发，为教师培养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艰巨任务提供坚实的支撑。在教师的成长过程

中，尊重并鼓励他们专注于特定领域，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也是推动他们全面发展的重要

手段。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不仅有助于教师的个人成长，也有助于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整体

素质，对于提升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具有深远的影响。 

5.4. 调动教师在行政管理中的能动性 

教师不仅是教学任务的一线执行者，更是直接负责培养学生的主要人员。因此，行政管理在制定计

划或安排任务时，必须充分考虑教师的需求和利益，将教师引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中，使其成为重要的参

与主体。这样，不仅能有效减少因管理者和教师之间的摩擦而影响教学的情况，还能更切实际地推进人

本行政管理的实施。管理工作的核心原则是“以师为本”，这不仅要求尊重、信任和关心教师，更要在

实际行动中体现。高职院校的行政人员应当设身处地地考虑教师的需求和困难，积极解决他们面临的问

题。在荣誉面前，行政人员更应主动让位，让教师成为受尊重和赞誉的主体。这种和谐的管理理念不仅

能调动教师的工作热情，更有助于充分发挥他们在行政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不

仅对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更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因此，重视教师的作用，积极

调动他们的能动性，对于整个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都至关重要。 

5.5. 构建和谐校园 

教学的自由度、管理的有效性以及保障服务的人性化，是我们和谐校园实践探索的三大基石。这其

中，温情化是连接彼此的纽带，透明化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可以致力于建立一

套完善的体制机制，让每一位师生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沟通与互动，是我们构建和谐氛围

的关键。无论是自上而下的领导层决策，还是自下而上的基层反馈，都应以平等、尊重为基础。学校管

理人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与师生共同交流、共同成长的伙伴。信息公开和预防措施的实施，

无疑是平安校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只有确保信息的透明度，我们才能更好地预防潜在的问题，确保学校

的和谐稳定。这不仅是建设平安校园的必要手段，也是对和谐管理理念的深入实践。总的来看，高职院

校的行政管理改革需要营造一个和谐、公平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为

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6. 结语 

行政管理在高职院校中，如同中枢神经系统在人体中的地位，是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环节。它

深入到教学过程的每个角落，对教师的教学、科研、评价等活动产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在当前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更应与时俱进，积极回应社会变革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2143


叶晓晓，孙非寒 
 

 

DOI: 10.12677/ass.2024.132143 1071 社会科学前沿 
 

的呼声，勇敢地自我革新。和谐管理理念为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理念强调人的

情感需求和情感连接，主张在管理中注入更多的人情味和温情。这不仅是对传统管理方式的挑战和超越，

更是对人性化、情感化管理的追求。基于这一理念，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温情化

管理。这包括但不限于：培育温情化的管理文化；厚植服务意识；树立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理念；调动

教师在行政管理中的能动性；构建和谐校园。还应该注重教师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持续的培训与激励。

总结来说，高职院校行政管理需要不断地自我革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通过和谐管理理念引领的

温情化行政管理，我们有理由相信，高职院校能够在变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和地方的人才需求。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高职院校行政管理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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