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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校在大力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同时，也必须管理好行政这支队伍，让这支队伍充分发挥作用。

Abstrac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referred	to	as	“double	

first-clas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realiz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hil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igor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y must also manage the administrative team so that this team can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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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高质量的行政管理，从领导层面的顶层设计、宏观

规划到中层领导的部署、基层管理者的落实，才能够保证教

学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发展，从而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

出更多优秀人才。所以客观来说，行政管理水平一定程度上

是衡量一所高校的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保障高校

各项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是“双一流”重大战略部署

中的关键环节。

2 高校行政管理现状

随着高校改革与创新的推进，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越来越

受到重视，人员配备也越来越趋向年轻化、高素质化、高学

历化。但是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1]。

2.1 行政管理工作没有得到有效重视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实质是服务于教学和科研，高校把

重心放在教学和科研是必需的，这也就让很多人自然觉得行

政管理不是很重要，无论从规范章程、激励政策、人员输入、

教育培养、资源供给、资金整合上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配备，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行政人员也不够重视本职工作和自身

发展。

2.2 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

高校行政管理大致分为党务管理、财务人事等综合管理、

学生工作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各个板块应该有全

面的工作规划、规范要求、奖惩制度、激励政策等。在内容

和执行上都应该科学、客观、全面、务实。但是很多高校这

些制度存在严重缺失，工作甚至还沿用惯例、口口相传等原

始办法，制度陈旧滞后不够完善，甚至沿用多年前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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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则和办法，在执行上往往又会再打折扣。

2.3 行政管理科技信息化程度不高

一般来说，传统高校行政管理基本都是纸质化办公。随

着信息化发展，从最初普及的扫描存档技术，发展到现在搭

建信息平台进行云数据采集技术，高校管理工作在效率上有

了一个阶段性飞跃。但是，由于大多数高校在人员培训、信

息化技术人员缺失、信息平台建设资金不足等，使得院校信

息化发展长短不一。在技术上，研发力量不够，自主开发少，

很多都是在借用现有的简单平台修修改改，这样的平台通常

并不好用；在人员配备上，大多使用有点电脑知识的人员，

以自学为主，领导层多媒体自动化能力更是慢一步。在实际

工作中，也几乎没有单位敢于或者能够完全无纸化办公，所

以普遍是人工基础上再加上半信息化办公，严重影响工作效

率的提高。

2.4 晋升激励政策不完善

基层行政人员晋升渠道只要是提高职务职级。从职位提

升来看，当前高校普遍没有岗位空缺，“一个萝卜一个坑”，

只有上级职位人员退休、晋升或调岗才会有机会，事实上行

政人员流动性差很难出现空缺。不少行政人员入职十几年仍

是科员。从职称提升来看，越到高级职称指标越少，甚至两

年一个学院才平均有一个指标，很多基层行政人员退休时还

仅为中级职称。由于职位职称与绩效工资挂钩，这也导致基

层行政人员工资偏低涨幅小的主要原因。另外，行政人员工

作边界比较模糊，这也导致基层行政人员绩效核算不够合理

精准 [2]。

2.5 行政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够

目前高校为了精简队伍，在行政办公人员的指标上已经

缩减很多，常规性吸纳的也基本上是辅导员岗位。现有岗位

上的人员，有历史性遗留的未退休年龄偏大、文凭较低的人

员，也有从社会招聘的没有正式编制的合同人员，还有从教

师岗位、实验岗位下调过来的人员。这些人员在工作上极易

引发工作能力跟不上、工作拖延推诿等弊端。尤其在基础薄

弱、事务繁杂的情况下，个人的能力素质提升锻炼缺乏规划，

没有时间保证。

3 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水平的具体措施

3.1 提高对行政管理的认识

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学校教师、高层管理者应该意

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完成这一伟大目标，需要高校教师、

实验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集成，需要从政策、岗位配

置、资金等全方位给予行政管理一定的高度和空间。另一方

面，提高行政人员对本职工作的内在肯定，提高责任心和服

务意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是与大学生学

习、科研、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行政管理人员认识不到位，

立德树人角色定位不明确，服务意识薄弱，服务技能和水平

较低，就会削弱工作成效。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以学生为本，

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提升服务能力。这样从多方面

多角度的和教学科研同步协调，才能使教学科研行政互相促

进共同发展。

3.2 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是全面落实高质量行政管理的根本

保证。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素养，树立坚定的理想信

念，提升创新素质和业务能力，就必须构建完善的全校行政

管理工作规划、畅通科学合理的职员发展渠道、优化绩效考

核制度、拓宽管理人才引进机制，才能使高校行政管理人员

在工作中有切实的发展规划来指导，才能明确行政管理人员

政治理论水平、绩效成果指标、学习培训要求和日常工作规

范措施等内容。如此，行政管理人员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工作中。

3.3 积极推进行政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技术全面应用到高校办公室行政办公体系，是提

高行政办公效率的重要手段，能有效提高公文流转速度、明

晰公务办理流程、缩短公文审批时间、促进公共事务的公平

公开。学校在整体建设规划中要给予信息化建设板块的充足

资金保证，引进或者内部培养技术人才，鼓励研发使用信息

平台。为保证信息化办公的顺利进行，还要加强信息监管力

度，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保证该公开的公开，该保

密的保密。利用信息化优势最大程度地提高行政办公的效率

和质量。

3.4 积极探索行政人员晋升体系和激励考核机制

畅通的晋升体系和公平合理的薪酬绩效体系可以很大程

度上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可以营

造良好的竞争氛围。当职级职称和薪酬这些低层次的需求满

足后，员工才会追求高层次的尊重和自我实现。首先，高校

应该从顶层设计优化基层行政人员的晋升渠道和职称评定

办法。如增加高级职称的级别数和指标数，增加基层行政人

员晋升的可能性，缓解晋升压力。若职位无法及时解决，对

于工作出色的人员需给予应得薪酬福利，减少抱怨和心理落

差。其次，高校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充分考

虑行政工作的特殊性，如相对于教师“不坐班”的“坐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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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原电池的原理、分类和应用知识以及变

化与守恒观念的建构上。

4.2 表征深度分析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就表征深度而言，新人教版较旧人

教版、新鲁科版较旧鲁科版的表征深度均有所升高，且新人

教版的表征深度低于新鲁科版。

在介绍原电池的工作原理时，新人教版的 9 个知识点中

属于高水平表征的知识点有 5 个，旧人教版的 8 个知识点中

属于高水平表征的有 3 个。与旧人教版相比，新人教版采用

更直观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模型建构能力。新鲁科版的高水

平表征数比旧鲁科版低，旧鲁科版受章节顺序的影响，增加

了原电池与电解池的对比，信息处理水平是 C 等级的知识

点数量增多。

分析 4 种版本教科书的流程图发现，新、旧鲁科版的对

比或比较的表征分别出现了 5 次、6 次，而新、旧人教版均

为 2 次。以新鲁科版为例，对比或比较表征出现在以下几个

部分：“铜锌原电池对比实验”比较了盐桥连接和无盐桥两

种铜锌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原电池的正、负极判断”对比

正、负极反应物和材料；“化学电源的分类”对比了一次电

池和二次电池；“氢氧燃料电池中的电极反应”对比了燃料

电池在碱性、中性、酸性条件下的电极反应。鲁科版从“电

势差”和“溶解—沉积平衡”的角度解释了“铜锌原电池的

电流是怎样产生的”，建立了宏观与微观的联系，并配图展

示溶解与沉积过程、锌片与溶液之间电荷分布示意图，结合

宏微符三重表征，信息处理水平较高，处在 D 水平。此部

分知识能够为学生认识事物提供化学视角，引导学生透过现

象看本质。

5 结语
在进行“原电池”的教学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重视

模型建构。采用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思路，引导学生理

解锌铜原电池模型，学生熟练掌握锌铜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进一步建构原电池模型，在学习一次电池、二次电池、燃料

电池的过程中，加强原电池模型的建构和应用。②重视实验

教学。新、旧 4 版教材均有原电池实验的设计，并且新版教

材对实验更加重视。实验的过程不仅是锻炼动手实践能力的

过程，更是深入思考的过程。③重视化学史的学习和哲学思

想的渗透。化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也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

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要让学生理解认识和

实践的关系，培养学生的探究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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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的不可量化，工作内容的繁杂琐碎等，适当提高行

政人员补贴和工资标准，消除与教师队伍比较收入差距大而

带来的不公平感，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劳有所得。

3.5 提升行政管理人员整体素质
首先，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将自己的工作融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要学习党

史和国家发展史，了解党和国家的苦难历程。只有树立了远

大理想，才能确立正确的工作理念，积极主动思考，大胆创

新思路，不断发扬奉献精神，树立服务意识。其次，高校行

政管理工作人员要提高的专业能力。高校要有计划、定期组

织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和学习，增加管理类科研项目。针

对学习研究有成果的行政人员，适当给予奖励和优先学习深

造的机会，从客观上为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

高奠定专业基础。其次，高校要做好行政管理工作反思与总结，

学校各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做好工作报告和工作反

思，总结工作经验，并在实践中探索更为有效的服务手段 [3]。

4 结语
总之，就目前高校管理而言，存在许多原因导致管理水

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的现状。高校要积极了解并克服

这些原因，通过多角度多手段，积极改善高校行政管理所面

临的各类问题，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和质量。高校行政管

理人员更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爱岗

敬业、甘于奉献，不断为高校的发展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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