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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管理与教育实践十大关键词（下）

文/李永生

在示范校建设中，管理机制的改革包括五个方面，一

是管理架构和人事层面的改革，如校系两级管理、岗位管

理、人事管理；二是制度层面的建设，如围绕质量管理的

制度建设与完善、工作量管理、薪酬与绩效管理、精细化

管理、标准化管理；三是引入企业管理元素，如5S管理、

6S管理、企业管理模式在校企合作中的运用；四是管理体

系层面的建设，包括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ISO9000质

量管理体系、管理运行机制建设；五是管理能力、行政能

力提升等。

在学校管理实践中，当学校走过快速扩张的阶段，需

要规范、稳步发展的时候，实践证明，引入ISO9000质量管

理体系是最佳的选择，它可以使学校的管理工作规范、高

效、有序，使影响质量的所有过程和环节处于有效管控之

下，并形成科学的管理思维和方法。遗憾的是，这还没有

成为多数校长的共识，许多学校看似管理制度齐全、管理

过程严格，但管理的成效却不高，就是因为管理缺乏系统

策划，存在致命的短板，这是内部管理问题的一个方面。

X 学校文化建设

学校文化建设已引起校长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践。在

示范校建设中，相当一部分学校都把学校文化建设选为特

色项目，尤其是把校企融合的校园文化作为建设的重点方

内部管理的第二个方面是人事管理改革，在千秋业提

供咨询的学校中，人事管理改革相对比较深入。首先是优

化机构设置，突出教育教学中心地位；其次是设置教师专

业发展通道，改变行政提拔单一成长模式；三是实施岗位、

编制管理，全员竞聘上岗，激活用人机制；四是开展绩效

管理与考核，有效提升工作业绩；五是岗位评估，合理确

定岗位价值和绩效薪酬标准，并把岗位与考核结果挂钩，

打破大锅饭，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事实证明，凡是认真

进行了人事改革的学校，会为学校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或

示范校建设工作保驾护航，对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与成长，

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多数学校内部管理最大的问题就

是人事管理落后的问题。

内部管理的第三个方面是学校品牌建设，品牌的本质

是服务质量在顾客体验后所沉淀下来的心智模式，但现实

中有些学校却舍本求末，不注重真实教育质量的提升，却

希望通过品牌的设计包装，快速形成影响力。这样的品牌

是很难打动人心并持久存在的。

N 内部管理机制改革

向，比如校企文化对接、校企融合的校园文化、融入企业

的校园文化、企业文化进校园、职场特色学校文化等。也

有将地域文化引入学校的，比如校园客家文化、书香文化

等等。学校从过去对学校文化建设的忽视，到逐步重视校

园文化建设，再到今天重视校园文化与职场文化的融合，

这不得不说是学校建设理念上的重要转变。

但对学校文化的关注，多数学校还停留在构建面向学

生的良好育人环境和氛围上，也就是校园文化。从学校组

织文化，尤其是从教育追求和办学理念、价值观、学校精

神等层面开展学校文化建设，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很多学

校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意识不到与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问

题相关，仅在问题本身中去求解，缺乏解决问题的高度，

自然得不到理想的效果。这就是当下许多学校所面临的困

境——文化上没有共识和自觉，制度上没有底线和约束，

全凭校长个人的能耐艰难地推进着工作。

盘点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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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建设无疑是一所学校能否成功的关键，然而

现实中却成了制约多数学校发展的瓶颈。在示范校建设中，

学校可能收获最大的就是教师和干部队伍的成长，看到无

数年轻肯干的教师快速成长为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一

线教学管理干部，确实令人欣慰！

在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许多学校也开展了中层干

部、班主任、行政管理人员的系列培训，与过去只关注单项

培训的安排相比，这些学校已经开始系统的队伍建设了。

在首批示范校特色项目建设中，选择此项目的学校最

多，为105所，占了学校总数的38%。具体内容从教学信息

化、网络信息化、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教学资源、就业

服务信息化平台，到数字化资源库、数字化校园、数字化

智慧校园建设等内容，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中国职业教育

信息资源网等公共资源和管理平台。

从资源的管理，到资源的共享，到数字化校园、乃至智

R 人力资源建设

S 数字化校园建设

B 办学模式改革

然而，对于更多的学校，有两个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是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学校人力资源队伍的不良结构，很

难补充足额的专业教师队伍，很难马上弥补年轻教师教学

积累和企业实践的不足，这需要时间和外部条件的支持。

二是学校很难打破现有人事管理制度的藩篱，多年事业单

位的积弊已让太多的人麻木了，没有校长大胆推动、上级

支持、注重策略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改革就难以成功，

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教职员工的教育热忱和工作积极性。

慧校园建设，其最终改变的是学习的方式：组织的学习，教师

的学习，乃至学生的学习。特别是变学生传统的被动接受为主

动学习、协作学习，这是学生学习方式最具革命性的变革。

数字化校园建设技术已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用户

体验能否做到最好，所共享的资源对师生有多大价值，如

何做好顶层设计、系统策划，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和

完善的过程，要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还需假以时日。

目前的改革，从办学主体的角度，有合作办学、国际

化办学、组建职教集团等内容；从办学功能的角度，有强

调办学功能的转换，大力开展社会培训，如送教下乡、建

职业培训超市等；从办学功能的拓展和延伸，有社会服务

能力建设，如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燕京

八绝”花丝镶嵌工艺、南珠工艺品加工、黎族文化与织锦

技术培训、川菜研发，或技术服务能力，如新能源电动车

充电装置、新能源开发、生态农业基地建设，或示范辐射

能力，如对口服务、对口支援、建立职业教育协作区、师

资培养基地等等。

在管理实践中，办学资源的获取实际上也是校长的头

等大事。其实，教育发展到今天，应该按照基本的办学条

件标准，让每一所学校都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不需要校

长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这也是对校长的爱惜和

保护，是让学校回归本职的一个重要条件。2013年，几位

颇有事业干劲的院校长不幸落马，唏嘘之余也应该反思我

们的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社会法制政策环境究竟应该怎

样建设，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康庄大道。

从这两期杂志刊登的十大关键词里，我们能看到什

么？感受到些什么呢？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应对现实和未

来发展的挑战呢？

积极的看法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已经转型——

从外延发展为重点转向以内涵发展为重点，通过示范校

建设，通过众多学校在管理与教育上的改革创新，实实

在在地推动了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

悲观的看法是：虽然强调学校内涵发展，但是影响

学校内涵建设的主要障碍却没有消除，学校办学模式、管

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许多校长最为头疼的就是不知道如何让教职员工能够

积极主动、负责任地承担起“为人师”应尽的职责，把工

作做到位。

政府现有的学校管理模式、资源分配模式、评估机

制虽然也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资源

整合、规模扩张方面。但显然，在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的

发展阶段，原有的模式不仅低效，有时甚至还会带来致

命的负面影响，比如不按教育规律做事、不尊重制度规

则、运动式的教研教改、集体弄虚作假，以及资源分配

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等等弊病，都严重阻碍了学校

的内涵建设。

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政府顶层设计和职业院校改

革创新的推动，让学校回归本职，让教育回归本质。这

也许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是

我们的中国职教梦！

（作者为北京千秋业教育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