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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办高职院校因办学主体的不同，在学校运行机制、管理方法、经费筹措、岗位设置等诸多方面与公办

高职院校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在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中所产生的影响较大，本文据此就问题的成因和对策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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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Problem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Team in

Non-government Funded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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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non-government funded and government funded vocational colleges on aspects

of college running mechanism, management method, fund raising and post establishment, etc., for discrepancy of principal part in run-

ning school. Therefore, big effectiveness occu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team. This paper will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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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公办高职院校而言，民办高职院校在办

学的过程中突显出三大特性：一是办学主体是企

业，办学机制较为灵活；二是运行模式上，民办高

职虽然也追求教育的社会公益最大化，但学校的生

存法则和基础决定了办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

兼的原则；三是民办高职因投资单一，教师收入不

稳定或低于公办教师而使师资流动性相对较大，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队伍的建

设。因此，教学管理团队建设如何走出困境，是需

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民办高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的困境

根据我们对民办高职院校的调查，结果显示，

80 ％的民办院校教学管理人员认为，工作量大且繁

杂，无法真正静下心来进行教学管理研究；65 ％的

人员认为民办学校的教学管理人员缺乏“以人为

本”的管理思想和奉献精神；85 ％的人员认为民办

学校的教学管理人员参差不齐，业务素质偏低。种

种现象表明，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队伍整体素质与

目前高职教育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一)教学管理队伍不稳定，影响教学管理工作

的连续性

任何学校都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要以教师为

中心，教学管理人员要为教师教学服务，这样的理

念无可厚非。但由于种种原因，民办院校教学管理

队伍极不稳定，影响了教学管理工作的连续性，最

终影响了教师教学质量的高效性。

从目前来看，一是教学管理人员工资待遇相对

较低。本研究曾对某民办高职院进行调研，2013 年

统计管理人员的人均收入比教师低35 %，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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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作的积极性；二是教学管理人员在学校的地位

相对不高，不受学校重视；三是教学管理人员的职

称评定与职务晋升相对困难，学院给予的继续教育

机会不多；四是教学管理人员出成果的机会相对较

小，很难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研究中出成

果。由于多种原因，造成教学管理人员心态不平

衡，不安心于本职工作，总想着转岗、转业，致使

教学管理队伍不稳定，直接影响各项工作的连

续性。

(二)教学管理队伍结构不合理，教学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推进困难

民办高职院校由于办学经费的有限性，在聘用

教学管理人员时就显得过于节俭。首先，教学管理

人员学历层次普遍不高，高学历管理人员极少，很

多基层教学管理人员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教育学、心

理学、教育管理学、信息化办公等方面知识和技能

的培训。其次，教学管理人员数量不足，民办高校

为了节省开支，尽量压缩教学管理人员，而随着教

育主管部门对高职教育各方面工作的要求不断提

高，教学管理工作量不断增加，繁杂的事务性工作

让教学管理人员疲于奔命。目前，民办高职院校的

教学管理人员庞杂，很少有教育学或教学管理学出

身的，有从其他岗位转行过来的，有离退休人员返

聘的，有高职院校自身毕业后留校的，还有一些是

随调安置人员，甚至还有部分人员来自企业、部队

等非教育机构等等。

(三)教学管理队伍服务意识、创新意识不强，

影响教学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在民办的体制下，岗位设置和人职匹配的弹性

较大，往往导致教学管理岗位人员的整体素质难以

提高，使得服务水平不高，创新意识不够，日常中

忙于事务性工作，而对于服务育人、内部管理体制

改革等缺乏深入研究，习惯于传统的管理模式。

二、民办高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困境的

成因分析
（一）工资水平偏低，导致人员流动较大

在办学经费投入方面，民办高职院校办学经费

很少得到政府的支持，基本上处于自筹自支的状

态，在办学经费有限的条件下，让民办高职院校更

加注重办学的效益性。其办学经费的投入程度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校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势必也会

影响平均工资水平。在民办高职院校，平均工资水

平本来就不高，而教学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就更低。

就所调研的学校而言，平均比教师低35 %左右。在

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教学管理人员一心想着“转

教”，或者“转校”，导致人员流动过大，教学管理

队伍不稳定。

（二）民办与公办，向往体制内的情节重

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公办院校就是公立的，就

是铁饭碗；而民办院校就是私立的，就是易碎品。

虽然体制内与体制外、公办与民办在未来的改革过

程中会慢慢地变得相当，但在人们根深蒂固观念

中，公办院校在社会上更有地位一些。相对于公办

高职院校而言，由于民办高职院校一般情况下，无

法全面享受公办高职院校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和政府

政策，教师所拥有的归宿感及对学校的认可度较

弱，其在一定程度上对薪酬的关注程度加大，因而

对薪酬的弹性程度较大，即工资的涨跌会影响其是

否决定另谋高处，这让更多的教学管理人员想方设

法投向体制内，这也是教学管理队伍不稳定的原因

之一。

（三）专业化发展不顺，归属感不强

在很多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人员往往被视为

“教辅人员”，起着“辅助”的作用，仿佛与“管

理”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在高职院校（尤其

是民办高职院校），其教学管理人员除了中层领导

以外，基本上是学历不高的工作人员。由于这样的

观念以及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学院对于教学管理队

伍的建设不够重视。

而且，在很多民办高职院校，在办学经费紧张

的前提下，对于教师的培训与继续教育也相当有

限，而对于一般教学管理人员的职后教育就更加少

之又少了，这极大影响了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发展，

使职业的归属感减弱。

三、民办高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的对策

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存在困难，为

了改变这种困境，提高管理队伍的稳定性，我们除

了发挥管理人员的内在需要外，还要健全外在的激

励机制，提出合理的对策。

（一） 体制保障，营造和优化教学管理队伍建

设的环境

民办教育也是多元教育的一种方式，其中也承

担着社会公益的责任，民办高职教育也是为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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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服务，政府就应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的方

式，为民办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加大投入力度，并使

之制度化、长效化，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民办高职单

打独斗的艰难局面。

民办教育是依靠一定的企业办学而存在的，为

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其所属学院的发展，就应该

加大投入，力促民办院校的发展。同时，这也是企

业（尤其是大企业）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是企业

的一种社会公益行为。企业作为办学主体，有责任

与义务帮助学院渡过难关，以及未来的发展，也是

体现一种社会公益行为，就应该为学院加大办学

投入。

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当然不能全靠政府及办

学企业，更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于社会，加大

社会培训力度，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谋求办学

经费。

只有这样多渠道多途径地拓宽经费收入，民办

学院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实现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办学水平，招

生规模才能越来越大，学院办学经费才能越来越

多，经费使用的自由度也就提升了。在这样的情况

下，就要增加教学管理队伍的再教育机会，加大培

训力度。只有职称晋升也会慢慢地走向正轨，教学

管理队伍才能逐渐稳定。

（二） 基于专业化，建立和完善教学管理队伍

建设的长效机制

相对于公办高职院校，民办高职院校确实有一

些地方存在“短视”的现象，更多地注重目前的招

生情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学费收入情况。呈现

出明显的“多快好省”的特点：学费要多、学期要

快、评价要好、支出要省。总的来说，就是要学费

收入多，办学支出少，但又要社会好名声。这种现

象的产生虽然有点无奈，但也显示了民办高职院校

在中长期规划上的欠缺。目前，一些民办高职院校

的中长期规划更多地强调专业规模、学生规模、占

地规模等，而对于教职工培训的经费预算、培训规

模等却涉及较少。

民办高职院校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必须要有合

理的、可实施的中长期规划，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做

到规范化，对于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要落到实处。

就目前相关的“国培”与“省培”项目，更多的倾

向于教师，而教学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

培训。而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人员又必须具有行政

管理和业务管理双重身份，这些人员既要有较强的

政治、政策水平，又要有与岗位相适应的组织、决

策、管理、协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学院要以

文件的形式，规定教学管理人员必须参与相关培

训，并保证培训经费落到实处，加大教学管理人员

培训力度。

首先，学院应该明确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的目

标、培养方案、管理措施、考核条例、奖惩制度，

为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学习环

境，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培训，让他们看到工

作的希望，树立工作目标，完成自身的成长计划。

学院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上应给予政策性倾斜，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教学管理岗位的吸引力，让更多

的人参与应聘，从而保证教学管理队伍后继有人。

同时学院应该提供专项课题研究，共同研究教学管

理的有效性，不仅有助于学院的发展，也有利教学

管理人员自身科研水平的提升，为他们的职称晋升

做好准备。

其次，要提供专门的培训经费，加强教学管理

人员的职后教育，诸如教学管理专题培训、学术交

流、脱产进修、攻读学位与学历、在职进修、短期

培训等，并适当地开展教育调查、分析、研究和总

结工作，通过各种培训和学习机会，以完善教学管

理人员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具有现代管理意识，从

而提升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队伍的整体水平和科

学管理能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德才兼备、懂教

育、善管理的教学管理队伍。

（三） 发挥民办学校的自主优势，重视打造教

学管理队伍的品牌

高等职业教育的份量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所占的

比重将越来越大，高职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民办高

职教育的份量也在加大。高职教育改革，从大的方

面说，包括办学机制的改革；从小的方面说，包括

人才引进方式的改革。在办学机制方面，民办高职

院校具有比公办学校办学机制灵活的优势，在人才

引进与教学管理中，除了和公办学校一样要遵循教

育教学规律外，它们更有自己独到的灵活的管理方

式，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高效的管理制度则是吸引人才的主因之一。

民办高职院校办学机制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

办学的一大优势，在教学管理人员的外聘上，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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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自己的优势，既可以根据一般的管理办法引进普

通的人才，也可以根据“柔性”的办法，聘任一些

经验丰富的老学者来参与教学管理。只有这样，才

能充实教学管理队伍，提升管理水平，改变以往状

态，加强创新意识与服务意识。

总之，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的问

题，与办学体制、治校治学的理念、内外环境的营

造不无关系。要做好民办高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国家的政策支持、办学主体的战略策划、学校内涵

发展的制度改革等，都要有机联动，综合推进。其

中，没有高素质的教学管理队伍，民办高职要创建

品牌，人才培养质量要稳步提升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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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程教育从被动式防守状态中解放，重在促进自

我认识与人格健全。可见，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可以

承担高职生涯规划教育内职业生涯的教学，不仅减

轻了学校课程负担，还增加了两门课程的教学

效果。

四、总结

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因其具有鲜明的个性化

特点，必然和高职生的心理个性、心理发展密切相

关，与高职心理健康教育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

见，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可

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如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中增

加一部分职业能力、职业兴趣与人之匹配的学习与

测试，心理咨询室增设职业心理与生涯规划咨询，

能有效解决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内在因素的探

索，减轻院校对职业涯规划教育任务分配的负担。

同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中结合部分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不仅可提升高职生自我探索的程度，也有助

于其学习动机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Liptak, J. J. Us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2005,42:171-178.
[2] 王丽霞.大学生元情绪、自我同一性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研究[D].江西:赣南师范学院,2011.
[3] 史纪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及优化[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4] 刘丽红,安瑾,刘丰毅,石如斌,冯晓璐,雷寰宇.大学生大五人格、择业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3(12):39-42.
[5] 潘云军.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5):30-34.
[6] 陶炳勇.探索高职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新途径[J].现代企业教育,2009(6):35-36.
[7] 子华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职业生涯规划的作用[J].青春岁月,2013(24):283.
[8] 王美琐,李俊杰.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心理健康问题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1(8):28-29.
[9] 黄国英.大学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探索[J].高教研究,2011(1):8-9.
[10]刘俊.商科（类）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的整合[J].教育教学论坛,2013.(16):165-167.

（责任编辑：邱开金）

(上接第20页）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