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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教师都是以主体的地位存在于

课堂教学中，这也是导致课堂教学效率无法提升、学生学习能
力无法得到提高的主要因素，学生被动的学习和思考，思维不
仅受到局限，学习的能力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培养。 而以人为本
所注重的是在承认个体差异、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围绕学
生的学习发展所进行的教学以及相关的管理工作。以人为本的
管理思想首先是引导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学习需求合理
的设置教学的内容，并公平、公正的对待学生。其次是在教学的
过程中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创设有利于学习的良好环
境，改变单一的教学方式，在注重知识讲解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 让学生发挥自身在学习中的主体作
用，从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式的学习，实现课堂以生为本。

2.简述中小学教学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实
践策略

2.1 不断调整和优化中小学教学管理工作目标
在中小学教学管理工作中想要有效运用“以人为本”管理

理念，就应不断调整和优化中小学教学管理工作目标，并且充
分利用“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教学管理目标的优化和调整。教
学管理既包含对教师教学的管理，也包含对学生的管理。在“以
人为本”管理理念下，要求教师应与时俱进的转变教学理念，认
识到自身和教学管理工作间的紧密关系，积极自主的投入到教
学管理工作当中来。 并且也应重新审视自身与学生间的关系，
主动放低姿态与学生主动交流和沟通，对学生的想法和意见给
予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前提下，实现与学生
的有效互动和沟通，成为学生的良师和益友，在学习和生活中
都应给予学生足够的关注，继而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这对于提
升教学管理工作质量具有积极意义，另外，作为校方也可重视
“以人为本”理念宣传和教育工作，继而帮助学校全体教职工对
“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同时给全体教职工提
供一个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让教学管理工作目标更加明确。

2.2 突出学生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在“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中小学教学管理工作来讲，应将学

生当作工作的主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应将“以学生为本”

理念，切实贯彻和落实到各学科的具体教学工作当中去，这也
更加符合现代化素质教育发展需求，并且也对课堂教学质量和
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在“以人为本”理念下，中行小学教
育教学，不仅要求教师应注重学生在校以及课堂表现，也应对
学生校外生活学习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由于中小学
生年龄以及心理特点，导致其思想和行为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稳
定 因素，这 就 需要 学 校、教师 以 及 家长 的 及 时引 导、教 育 和 管
理。 当学生在校期间教师不仅应做到传道受业和解惑，同时也
应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与学生之间建立互相信任、平等尊
重的和谐关系，实现有效沟通及时掌握学生在校和校外学习生
活及心理状态，从而给予学生及时引导，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积
极思想价值观念，让教学管理工作更加具备针对有效性。

2.3 在“以人为本”理念下构建一套健全完善的教学管理工
作制度体系

对中小学教学管理工作来讲，一套健全完善的教学管理工
作制度是确保其顺利有效开展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教学管理制
度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核心机制，更是确保在‘以人为本理念
下’，有效开展和落实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然而一些学校
的教学管理制度确保科学合理性，通常将制约教师行为当作主
要目的，继而严重制约了中小学教学管理工作质量和效果的提
高。 “以人为本”理念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不足，切实提升教师
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价值。 学校应充分依据“以人为本”
理念，构建起一套健全完善的教学管理工作制度体系，突出人
性化管理的特征， 让教师真切的体会到学校对自身的人文关
怀，从而有效激发学校全体教师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这对于
推动教学管理工作质量和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结束语：中小学教学管理中应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是教
育的进步体现，也让学生真正的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每个学生
都是独特的、有发展能力的，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远远重于理论
知识的传授，相关教育人员应积极的将以人为本贯穿到教学的
整个过程中，实现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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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为本是一种摒弃传统管理理念的创新思路，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对于教师、教学的目标以及教学的计划都要以
人为本，坚持将这种思想贯穿到实际的教学管理中，以此来提高教学管理的质量、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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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本性至善，并善用本性的光明智慧之时，才是真正地“自主
性学习”。 此为其一。 其二，在教学中，尤其针对数学教学中，要
非常重视学生的非逻辑性思维，即要善于等待，让学生充分感
受，启发学生的直觉性思维，并由此出发进行合情推理及科学
猜想。

三、核心素养的横向素养“思辨理性精神”
核心素养的横向素养，即“思辨理性精神”。 至善本性的智

慧一旦发用，就一分为二，朱熹言“物物一太极，处处分阴阳”。
《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无不在揭示宇宙运行不休的一
个普遍规律，即“阴阳转化辩证统一律”。 在数学教学中常用的
化繁为简的数学思想方法，变化的现象与不变的本质，这就是
一对阴阳的相互转换，此转换用到极致，即“以简驭繁”，在不变

的本质一以贯之下，将繁杂转化为最简，于是繁然淆乱顿时豁
然而解。康德将此理性归纳为“思辨理性精神”。由于“思辨理性
精神”是道体的应用层面的，所以把“思辨理性精神”作为核心
素养的横向素养，以示纵横交贯，体用不二之意。

至此，我们在做“顺着人性回归人性”的教育中，提出一种
以“回归人性，学以成人”为宗旨的“十”字打开型的科学和人文
充分融合的核心素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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