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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索了“三全育人”理念下管理育人的特点，剖析目前高校管理育人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分析管

理育人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显性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条线相融的管理理念、灌输式

与启发式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范式及家校相融的管理育人共同体等五种途径，

探析解决当前高校管理育人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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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ree- 
in-one education”,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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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nd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ways: the management mode of combin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education, 
the management idea of integrating lines, the management mode of combining indoctrination and 
heuristic,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oriente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aradigm and the man-
agement and education community of integrating home an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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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1]”。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

提出“三全育人”理念，对新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做出新的规定[2]。随后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提出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

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3]。关于管理育人的论述为“加强

教育立法，加强法治教育，强化科学管理对道德涵育的保障功能，大力营造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

气正的育人环境。健全依法治校、管理育人制度体系”。由此表明管理育人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要

求，又是贯彻落实“三全育人”理念、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 

2.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管理育人内涵分析 

顾明远指出管理育人是高等学校后勤工作的管理职能。高校后勤工作具有教育属性。校园环境是潜

在的课程，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对学生严格管理、教育是后勤职工的一项重要

职责。他们既是劳动者、管理者，又是教育者[4]。“三全育人”理念提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明

确了所有从事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人员皆具育人职责。因此高校管理育人不仅仅只局限于后勤管理部门

人员而应包含学校机关、部门和学院院办等从事管理服务的人员，具体而言涵盖学校的党政管理群团部

门、二级学院院办工作人员等。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直接与学生接触，例如教务处、二级学院的教

务管理工作人员及辅导员、班主任老师等；有的管理部门极少直接与学生接触，但也会直接或间接的从

事与学生相关的事务。从全员育人的角度而言，应当涵盖高等学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管理育人实质

内涵包含间接性、渗透性、全方位性等特点，而学校的一切管理相关的工作都应以学生为中心，一切管

理人员都要围绕育人的目的开展工作。 
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生子女群和最大的网民群体，他们的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与以往大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我们熟悉的教育理念、管理

方式、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都迫切需要做出改革和调整[5]。”某种意义上而言，

管理大致分为硬管理和软管理二种情况，所谓硬管理就是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按照相关条款行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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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指一种人性化管理方式，体现在管理的理念、文化价值等方面。硬管理强调依法依规办事，软管理

更趋向人性化的关怀。高校管理育人方面笔者认为应将软硬管理二者相结合，当前我们面对的学生与以

往有很大不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个性发展皆与以往有所不同，因此在管理理念和方法上作为

教育管理者不能因循守旧生搬硬套以往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要在实践中探索适合当代大学生的管理

育人方法和途径。 
简而言之，高校管理育人的内涵实质体现以下几方面：第一、高校教育管理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得

以提升。高校管理部门人员被赋予了育人的责任，而不是单纯的管理机构，从而得到认同，地位也有所

提升。不能生硬的将高校管理人员定性为后勤服务人员。第二、教育管理的协同性进一步增强。因赋予

育人职责，作为管理部门呈现出“三位一体”的协同状态，在学生的育人方面，教学、科研、管理三方

要协同合作，共同赋予育人职责，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教学育人。第三、管理人员素养得以提升。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教育管理者的言行举止都影响着学生，对其人格塑造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有一定

的影响，因此更规范了管理者的言行，从而迫使管理者在各方面加以提升以满足育人的需求。 

3. 目前高校管理育人工作不足探析 

1) 管理育人工作理念偏差[6] 
作为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类似于政府机关“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工作人员也经常会

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形。这种管理模式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大学精神的核心要素是

育人，以全面人才教育为使命。育人的关键点在于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培养有抱负、有

政治远见、有广博渊识、有责任心的人。高校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作风和行为举止在某些方面也影响学

生的个体发展，对其人格塑造和社会认知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之所以出现此情况，究其原因在于：第

一作为管理人员某种意义上认为只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处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与学生接触相对

较少，没有意识到肩负育人使命。第二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普遍的潜意识认为育人的主体是教师，是教

学和在课堂中的事情，而非管理部门的职责，没有厘清管理、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因此高

校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育人理念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2) 管理育人制度的不合理性 
夸美纽斯曾说“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因此，管理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是否

能够达到育人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学培养出的“四有”新人是否能够真正凸显其价值，管

理育人这一环节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纵观目前高校的管理制度，基本以各个职能部门为职责制定

相关的管理制度，极小能够考虑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与育人相融合，制度的设计和制定上也没能够充

分体现以生为本的理念，没有充分调研和论证是否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民主意

识更强，管理制度的制定是否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能否以人为本，能否公平公正的对待学生等等都有

待考证。 
3) 管理育人环境与文化育人的缺失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凉，友多闻，益矣。友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高校的管理文化和环境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于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也不容小觑。高雅优美的校园环境，富有人文气息的校园文化，学生沉浸于这

样的环境必然会起到耳濡目染的作用，对其成长大有裨益，育人效果不言而喻。目前来看，高校的管理

育人环境还存在不足。问题在于虽然近些年来各个大学都非常注重学校的硬件建设，校容校貌有了很大

的改观，绝大部分学校都是花园式校园，环境优雅，但缺少了文化的底蕴和内涵，相当一部分学校搞新

校区建设，新校区离老校区较远，这样容易使历史积淀下来的校园文化被割裂，失去了原有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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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传承，缺乏部分人文气息。 
4) 家校育人管理环节的脱节 
大学生在从入学起直至高中毕业，家长会频繁召开。到了大学以后，由于地域、办学目标、学生自

立等方面的原因，大学很少召开家长会，这对于已熟悉家长会的学生而言突然没有了家校合作的管理模

式，稍微存在一些不适和行为方式上的改变。尤其是自幼在父母陪读下的孩子，到了大学突然非常自由，

往往容易放飞自我，忽略了学习，影响其学业。因此在管理育人环节方面，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三

全育人”理念下倡导的全员育人，作为家长也是全员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员，因此家校合作在管理育人方

面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4.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高校管理育人方式探究 

“三全育人”理念下如何实现管理育人，结合对多所高校的调研和查阅高校网站有关管理制度的信

息，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构建管理育人的新模式。 
1) 显性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管理模式[8] 
创新工作方法和工作理念，要善于从全局来谋划工作，做到统筹兼顾。“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

域”，作为高校管理层要注重顶层设计，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统筹各个管理部门，明确相应的管理职责，

创新管理方式。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应倾听管理者的心声，确保制度的可行性及规范性。不闭门造车，

问计于学生，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出发，设计适应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育人管理制度。从管理

意识、管理工作、管理方法、管理思路等各方面做出创新，既注重显性方面，又要注重与隐性方面的结

合。作为管理者既要身体力行，又要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达到育人的目的。 
2) 条线相融的管理理念 
目前学校育人管理模式中，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线”是指学校各个行政管理部门，“针”

指具体从事学生工作的管理人员。“针”如何将“线”穿好，如何使“针线”融合，考验了学生工作人

员的能力和素养。高校管理中涉及学生管理的部门较多，与学生直接相关的有学工处、教务处、学院、

后勤等都相关部门，而在具体政策或文件的落实中都集中在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学生管理工作人员作为

一根“针”，如何能够精准把握和领会政策及有效的实施并且将千条线有效的融合是育人成败的关键。

因此在千头万绪的管理工作中，提升条线融合的管理模式对于管理育人环节而言至关重要。作为教育管

理者能够善于运用卓越绩效管理理念将对标管理、体系建设、创新管理等条线管理进行一体化设计，形

成系统化管理体系，打通条线管理壁垒。作为学工管理人员要能够深入推进精益管理与业务工作相融合，

形成系统化设计、常态化推进的精益管理实施模式，要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素质，要能够把针用

好，能将千条线有机的统一和结合，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提升育人水平和能力，为国家和社

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3) 灌输式与启发式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列宁曾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育人方

面，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和思想政治的教育，让学生接受相关知识，必要的灌输方法是需要的。但结合

当前学生的特点，我们更需要注重启发式的教育方式方法，将灌输和启发相结合，在育人方面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灌输和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管理育人过

程中我们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作为教育管理者首先要清楚我们对学生“灌什么”，必须要厘

清“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性问题；从而从教育管理者的角度主动以“政治

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来严格要求管理者自己；能够善于将理

论体系创造性地转化为育人体系和育人方法，转化自身工作理念，有机的将灌输与启发相统一，起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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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育人的效果。 
4) 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范式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高校在管理育人中更应注重以生为本的管理育人方式，需要对现

行的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和重构，将管理育人的触角延伸到学校工作的每个细节中去，尊重学生的个体需

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教育管理中需将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相融。教育管理制度的构建中要尊

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给予一定的“自由度”，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自由度”

能够尊重其个性发展，给予其成长的空间，而不是循规蹈矩，培养出千篇一律的人。通过管理育人，能

够让学生实现其个人价值，彰显其才能。以人为本管理制度的设计中，要强调寓激励于管理，多方位的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物质奖励仅仅是其中之一，而精神奖励起到的作用有

时远远大于物质奖励，因此在管理制度的设计中，更应注重学生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其精神上的满足。通

过完善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有利于培养服务国家的栋梁之才。 
5) 家校相融的管理育人共同体 
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家庭要有高度的教育学素养，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学生提

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的目的上、过

程上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苏霍姆林斯基在《家长教育学》中还说：“家庭教育好比植物的

根苗，根苗茁壮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道德基础上的[9]。”依

据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观点可以看出：1) 学生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共同点，教育的目的即是实现学生的

全面发展，即使学生进入学校而家庭教育的作用不应削弱而是不断增强；2) 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实现人的

和谐全面发展这一育人目标方面是一致的。学校和家庭，不仅要行动一致，要向学生提出同样的要求，

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的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

都不要发生分歧；3) 家庭教育是教育人的起点和基点，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

的。家庭教育重在育人，学校教育重在传授知识。二者要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培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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