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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理念下中学生管理工作的思考
戴雨萌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摘要：“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强调的是以学生为本，即在管理中把学生放在首位，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和积极性，尊重学生的独立性、创造性和个性，实现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本文认为，当前的教育管理中，存在管理者角色定位不准确、

管理目标单一、管理方式和手段僵化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要“以人为本”，树立管理是服务的理念，让中学生参与管理，创设激励

机制，培养中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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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如何管理和教育孩子已经成为学校以及家庭越来越重视的

工作，而管理的低效甚至不能实现预期的管理目标更是摆在教育工

作者面前的难题。的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管理已经

不能再套用旧模式，旧办法进行了，中学生还处于未成熟且不断成

长的阶段，就更需要结合中学生自身的身心发展特点施以科学有效

的管理。本文拟将 “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谈一谈如何做好中

学生的管理工作。

一、“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内涵剖析
“以人为本”的思想，很多人认为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

期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解放。同时，认为

我国的人本思想是从西方引进的。事实上，人本思想在我国是有历

史渊源的。

首先，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就是在处理学生与外部的各种关

系中，以学生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是重要的，

在管理中，不能只看到僵化的规章和条例，而看不到学生的真实需

要；只强调大局和集体，而不见集体中每个活生生的学生个人，甚

至为了整齐划一，抹杀个性。

其次，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就是要尊重学生是不断发展的个体，

管理不仅要指向未来学生的发展，更应当看到当下学生的生活状态

和生活质量。学生现在的学校生活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其本身就

是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目标与企业和生产线上的管理目标有

本质的不同。企业管理的目标不在于管理对象，而在于产出的效益

和利润。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目标就是管理的对象，是指向学生本身

的，即实现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当前中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一 ) 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不准确

对于中学生而言，最直接的管理者就是教师，学校层面的管理

都是通过教师或班主任实现的。在传统观念中，教师是具有无上权

威的。“天地君亲师”将“师”与君亲并列，认为“天地者，生之

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民对君是必须服

从的，生对师一样也是不能违背的，教师的权威是不容挑衅的。这

样的观念对当下也是有影响的，教师将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位置

上，行使着管理和控制的权力，学生必须要听从、服从教师的管

理。本来应该建立的平等师生关系，却被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

系所取代。学生被控制的结果就是学生没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没

有话语权，唯师是从，唯书是从。

( 二 ) 管理目标单一

学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管理协调学生

个体与学生群体的关系，协调学生与各类发展任务之间的关系，保

证学生全面均衡的发展，通过管理实现育人。而当前学校管理的目

标单一，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人的缺失造成了学生在学校活

动中的被动局面。学生坐在教室里的时间多，参与户外活动的时间

少，学生书本知识学得多，实践能力培养得少，学生的身心健康和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任务完全被忽略。

( 三 ) 管理方式和手段僵化

对中学生的管理应讲求方式方法，中学生已经有较强的独立意

识，单向刚性的管理甚至简单粗暴的管理极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因

此，既要有外在制度的约束管理，同时也要有人性化的柔性管理。

以考试成绩为指挥棒，对成绩好的学生疏于管理，一好百好；对成

绩差的学生不能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而轻易就放弃管理。

三、“以人为本”理念的中学生管理策略
( 一 ) 树立管理即服务的观念

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管理并非意味着一种权力的赋予。相

反地，应当树立管理是一份责任，是一种服务的意识。管理者应树

立管理育人的思想，管理是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管理是为

育人服务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管理最终追求的不是驯服，而是学生

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唤起学生自己管理学习、自己管理生活、自己

处理身边人际关系的能力。

( 二 ) 让中学生参与管理

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做人的工作，管理工作全包揽在

个别人身上，不去发挥被管理者的积极性，管理的效果会很差，相

反地，如果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因素，管理工作就会事半功倍。在

对学生的管理中，学生是被管理的对象，但同时又是管理的主人。

要采用多种方式，如成立相应的社团和组织，通过学生之间的互查

互管，自查自管等多种形式，调动学生自我管理，从而实现有序的

生活和学习状态，改变学生在管理中的被动和从属的局面，让学生

体会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

( 三 ) 创设激励机制

以往对中学生的管理多采用监管和约束的方式进行，与教师低

估中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有很大关系，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教师对学生错误的判定，他们认为，中学生就是需要被严格

管理的，因为他们年龄还小，本质上是懒惰贪玩的，是不喜欢学习

的，是尽可能逃避责任的。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个人

的需要层次体系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

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

被尊重和被认可的需要，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希望别人对自己的

成绩和人品给予较高的评价，而且也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并非

不喜欢工作，只是要看看工作的条件如何。在学校中，我们经常看

到学生不仅是有责任心的，而且在教师的鼓励下会主动寻求和承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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