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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度化管理是以系统的制度为基本手段，协调共同劳动体中各成员行为的管理方式。人性化管理是强调管理 

中必须尊重人的需要和情感，通过人文关怀达到激发 内在努力与动力。中小学教师管理者要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制定政策， 

公平有效的方式执行政策，同时以“以人为本”的信念有效激励教师的内在发展动力，共同营造和谐校园，促进学校与教师共 

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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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管理是以系统的制度为基本手段，协调 

共同劳动体中各成员行为的管理方式。制度化管理 

是组织内部管理由“人治”转变为“法治”的具体表 

现。L1]人性化管理是强调管理中必须尊重人的需要 

和情感，通过人文关怀达到激发内在努力与动力。 

因而制度的规范与人性的激励是组织发展的理想状 

态。学校管理纷繁复杂，既有一般组织的规范和要 

求，同时也必须注重教育与教师发展的特殊性。因 

此如何把握制度的规范约束作用以提高学校管理的 

效益，同时又不忽视教育发展对人性的引领内化作 

用是十分有建设意义的可探讨性问题。尤其对于中 

小学校长在教师管理行为中如何把握制度化的基础 

性作用和人性化的灵魂性功能是很为务实的思考。 

校长的思想理念与管理行为引领着学校的日常_T作 

和发展方向，同时清楚明白地辨析制度化与人性化 

对于校长的思维和管理理念的形成十分重要，这就 

决定了认清制度化与人性化的范畴与区别具有无可 

厚非的意义。 
一

、制度化管理的再思考 I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 ·韦伯在他的“理想 

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中认为，“理性法律的权利”即 

合法性权力，是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因为它“提供 

了管理连续性的基础。所有的权力都加以明确的规 

定，并仔细地限制在完成组织任务所必需的范围 

内”。制度化管理，使得组织内包括管理行为在内的 

所有行为都置于组织的制度之下。所有管理行为都 

来自于制度的规定，管理权威集中于制度，而不是控 

制在某些人的手中。实行制度化管理，排除了因管 

理者的个人偏好、凭经验行事的影响，使得一切活动 

都是在理性和合理化的原则下进行。l2 

(一)制度化管理是为了能够规范协调人们的行 

为，不是“人治化”管理 

实行制度化管理意味着管理活动的范围与内容 

都应由制度作出界定，管理者的权限范围及行使方 

式都要有制度依据，任何组织成员的言行都须合乎 

制度要求。制度化管理作为科层制的产物，是现代 

管理的基本特征之一。其相对于传统的、主要依靠 

习惯和经验进行管理的方式而言，摒弃了随意性和 

主观性，标志着管理从经验走向了科学。制度化管 

理是以科学的制度规范为组织协作的基本约束机 

制，主要依靠人为以外的科学合理的理性权威实行 

管理。制度化管理是与机器大生产共生共产的，它 

的出现是管理理论的一大进步。 

制度化管理非“人治化”管理，制度化管理以制 

度为准绳，以文本为依据；而“人治化”管理乃是领导 

者言行大于法规，以领导者言行为圭臬。在“人治 

化”管理下，校长用个人意志代替学校制度，甚至凭 

个人好恶评、聘教师，学校表面“稳定”“和气”，教师 

内心却未必认同，这种管理会使教师消极怠工甚至 

对抗。制度化管理也不是完全的刚性管理，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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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生硬的强制性，缓解教师的外部压力，要给教师 

提供更多自由发展的时间、空间，使他们能张扬 

个性。 

(二)制度化管理是为了能够正确看待管理者的 

权力与员工的权利，不是厚此薄彼 

制度化是以制度的确立为宗旨，并将制度作为 

管理者执行管理行为的标准，因此其规避的是管理 

者管理行为的随意性。与此同时，制度化管理是保 

障组织管理稳定性，公平性的法宝，却不是管理者对 

个体的故意约束。制度化管理，使得组织内包括管 

理行为在内的所有行为都置于组织的制度之下。所 

有管理行为都来自于制度的规定，管理权威集中于 

制度，而不是控制在管理者的手中。实行制度化管 

理，排除了因校长的个人偏好、凭经验行事的影响， 

使得一切活动都是在理性和合理化的原则下进行。 

这同时也能够保障教师的权利受到尊重。 

因此制度化首先要尊重教师的人格，给教师工 

作环境和心理空间上一定的“自由度”，其次，要尊重 

教师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特点。在学校管理中、教 

学发展中尊重教师的看法，尽力发扬民主精神。再 

次，要尊重教师的意见。即使教师有不正确的看法， 

要视情况顾及其 自尊委婉地表达。 

二、人性化管理的再思考 

人性化管理思想发端于美国心理学家麦格雷戈 

的Y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懒惰，而是追 

求工作；人不但愿意工作，而且主动承担责任；人在 

工作中，为了实现 目标是能够 自我调节、自我控制 

的；人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愿意表现出来， 

之所以对组织 目标抱消极态度和抵触情绪是由于组 

织压力所造成的。[3]因此其核心是强调管理必须尊 

重人的正当需要、自我选择及情感和隐私。台湾著 

名管理学家陈怡安教授把人性化管理的核心提炼为 

三句话：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 

荣和幸福。E ]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也认为，管理学与 

人为学有很多交叉，而人为学即“人为为人”，就是每 

个人首先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然后从为人的角 

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 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 

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处 

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陛得到充分发挥o E53因 

此，所谓的对教师实施人性化管理，就是在整个学校 

管理过程中，充分尊重教师的人格、价值和合理利 

益，提供教师展示个性的机会，促使他们实现自我价 

值，最终达到实现学校发展的目的。 

(一)“人性化”管理是以制度约束和保障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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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不是“放任化”管理 

人性化管理是指在完善的管理体系下，依据可 

执行的准则或严格的监督机制，在保障学校正常运 

行的基础上，营造关怀、亲情、和谐的气氛，从而使教 

师形成内在动力，学校形成凝聚力，共同建构教育育 

人的宗旨。这意味着，人性化管理是以制度约束和 

保障为前提的，在制度与人性之间，制度是第一位 

的，其强调在管理中既要体现“制度化”，又要体现 

“人情味”，让人乐意接受管理，不产生抵触心理。 

人性化管理是以科学管理为前提和基础，是一 

种具有亲和力的、灵活的、弹性的、分权式的管理方 

式。人性化管理绝不是放弃管理或者放任管理，不 

是要降低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而是在按章 

办事、依法治校、文明施教的基础上更注重提高管理 

的艺术，改变管理的方式与方法。 

(二)人性化管理是强调尊重、信任和激励，不是 

“人情化”管理 

任何人的情感都需要尊重、信任和理解，教师在 

这方面的需要更为突出。当他们受到尊重、信任和 

理解时，才会心情舒畅地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 

自觉地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但管理其实是一种 

平衡与协调，因此需要妥善地把握尺度。尊重与信 

任的同时也不可忽略规范，要保障及时地追踪与反 

馈。否则如果出现意外，很难做到及时应对，以降低 

损害。 

人性化管理不是“人情化”管理，人性化管理是 

以严格的规章制度作为管理依据，是科学而具有原 

则性的；人情化管理则没有制度作为管理依据，单凭 

管理者个人好恶，没有科学依据，非常主观。校长若 

抛开规范的制度来奢谈人性化管理，势必会出现无 

原则的只讲人情和裙带关系的片面做法，难以在管 

理中体现公正、公平。同时，如果缺乏规范的制度， 

人的行为就得不到规范，人性的弱点和非理性行为 

就得不到约束，这必然会导致管理的混乱和工作的 

无序化。 

三、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融合的必然性 

(一)时代的发展要求两者缺一不可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国家《宪法修正案》新增的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倡导“民主政治”，建设 

“和谐社会”等精神都告诉我们，学校应该推进“人性 

化”管理，提升教育质量，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学校 

提出的要求。E83 

同时，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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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也集中反映了社会进步和学生发展对教师专 

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以建构主义和多元智 

力理论为代表的教育理论所揭示的学生学习规律愈 

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因此能够掌握和驾驭学 

生成长的规律，是对教师素养的要求。其次，学习社 

会的到来，使教育更多地需要承担发展学生的多种 

能力、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重要功能。再加上对信 

息技术的运用、多种资源整合的要求使得对教师学 

科技能和综合知识的要求与日俱增。因此教师自我 

提升的内在要求就更为关键了。但是如何规避人性 

中的不足与惰性，积极地形成良}生发展与和谐氛围， 

就需要制度化与人性化互相作用，相互促进。 

(二)成功的管理要求两者缺一不可 

制度化管理是以系统的制度为基本手段，以达 

到对共同劳动体中各成员行为进行有效协调的管理 

方式，是从“人治”到“法治”转变的具体表现。制度 

化管理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化管理的产物，组织 

效益最大化与管理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得到 

了社会大众的认可。 

而人性化管理 自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受到整 

个世界的关注。其不断受到社会的青睐，是因为它 

适应了当今社会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要求，并在招 

揽人才、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优秀企业文化等方面突 

显出巨大的优势。社会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人性 

化管理备受瞩目，但是人性化所意图营造的和谐、积 

极的氛围是需要制度化予以保障的，没有规范就没 

有创新，没有制度就没有保障。 

(三)学校管理的特点要求两者缺一不可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即教职工在学 

校管理者的领导下开展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活动。 

学校管理涉及学校管理者、教职工和学生，所以归 

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_6]因此学校管理是一 门艺 

术 ，尤其是教师管理 ，其 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教 

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教师在校长的领 

导下更好地开展 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提升 自己 

的人生价值。 

教师群体有别于社会其他群体，他们的学历与 

品德修养较高，事业心与责任心较强，富有竞争力又 

较为敏感，特别在乎 自身形象和价值以及别人的评 

论。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使教师希望得到理解和尊 

重，喜欢说服而讨厌压服和被管制。[7]但同时教师的 

内在素质也决定了其能够遵从并执行合理的制度。 

在面对合理的制度与政策时，教师绝不会无理取闹， 

这是育人者最基本的内在品质。 

四、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融合的策略 

(一)通过公开、透明的制度制定过程，保障制度 

公平、合理的产生 

制度管理没有一个规范的出台程序就有可能陷 

入强权管理的范畴。在 目前校长负责制的体制下， 

校长往往看重和力行集中，而容易忽视和丢掉民主。 

在教师集体中，要营造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的宽松 

氛围，保证科学决策、民主治校，校长是关键。 

要想使制度被大多数教师接受并力行，首先要 

确保制度本身是教师集体智慧的结晶。这要求或者 

让每个教师都参与制度文本的制定，这样自己制定 

出的制度对于教师的执行是十分有说服力的；或者 

将制度的制定公开、透明化，让每个教师都清楚制度 

的草拟、确定、出台等过程。其次，如果制度本身无 

法让每个教师都参与，那么至少要保障教师明白制 

度的草拟以及确定依据。同时要争取每个教师都积 

极地对制度本身发表意见，并及时对意见反馈，争取 

说服教师的看法。再次，在以上两点都无法完全做 

到的情况下，至少要做到争取每个教师对制度的理 

解。让教师理解制度确立的依据、目的及意义。要 

尽力使每个教师都明白制度所规避的行为是有利于 

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虽然在短时期可能对某些 

利益有稍许损害，但是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理解，要以 

学生、学校、民族和社会多方利益为重，多重角度来 

认识制度的意义。 

制度的确立要取得大多数成员的认可，这样制 

度才能被真正执行，而不是表面的敷衍。公开、透明 

的制定过程保障了制度本身的公平、合理，同时民主 

的制定过程加上合理的制度又怎会得不到贯彻与落 

实呢?制度的科学、规范与保障作用才能得到真正 

的体现，而人性化的制定过程也正是人性管理的一 

部分。 

(二)通过及时、有效的监督与反馈，保障制度公 

平、合理的实施 

坚持人性化管理的原则不仅是制定管理制度的 

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实施制度化管理过程中应当遵 

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一个组织不能幻想有了严密的 

规章制度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实施制度比 

制定制度更为关键。良好的制度必须配套公平、有 

效的执行力才能真正成为学校发展的推动力。如果 

出现同样的问题，校长却以差别性的态度处理，那么 

这就会使制度本身失去了意义。因此建立及时、有 

效的监督与反馈不仅是制度公平、合理的保障，同时 

也是避免人治化，完善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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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中，由于其相关制 

度是为人而设的，不可能满足所有员工的期望值，因 

而执行制度时要把握好“法制”与“情治”、“约束”与 

‘‘发挥”的辩证关系。尽可能发挥“自律”，减少“他 

律”。作为校长首先要坚定信念，将科学完备的管理 

制度贯彻执行，但是在执行中遇到特殊情况要灵活 

对待。然而这不是说可以随意以特例破坏制度，而 

是用民主的方式将特例人性化。也就是说，在执行 

中要发挥学校教代会的作用，对待有争议的特例，要 

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使相关教师感到不是管理者个 

人可以随意性的决定对他的处理。这样可以使得教 

师从心理上感到自己的问题，而绝不会认为制度或 

者管理者是有意对他为难。 

同时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所以要及时有效的监 

督和反馈，用广开言路，来保障有效沟通。通过公平 

的氛围与有效的沟通来促进合理制度的有效贯彻。 

因此我们要意识到通过有效的监督与反馈所力图保 

障的——制度执行合理性，也是人性化管理的要求 

与体现。 

(三)树立“以人为本”，建立互相尊重的环境 

在人性化管理中，人是核心要素。组织发展与 

管理的动力源泉来 自于人，管理的最终 目的也是为 

了人。对于学校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 

师生为本”。一方面，以教师的成长和发展为本，充 

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真正 

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人。为此，学校领导需坦诚地与 

教师交往，认真了解每一位教师，真正关怀每一位教 

师，充分满足教师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利益需要。 

另一方面，要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学生 

个性发展为本，尊重、关怀学生。形成教师与学生互 

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关心的和谐的育人环境和校 

园文化。 

同时校长应意识到要以赏识的眼光与教师交 

流，也即欣赏与勉励每位教师。“以人为本”实际上 

就是一种服务意识，意识到让每位教师发展的意义， 

以每位教师的发展为根本目的。校长要了解每位教 

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把每位教师放在最适合其本人 

发展的位置上，制定符合他本人特点的工作目标，使 

教师“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发挥教师的潜能。 

学校是育人的基地，用什么样的理念指导学校 

建设与管理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育质量、社会的发 

展和国家的前途。因此要想保障教师真正尊重学 

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就要求校长在学校管理中尊重 

教师，尊重教师的意见与想法，让教师体会到受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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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只有受到关爱的教师才会真正体会到育人的意 

义，从而去关心、关爱学生，才能够真正达到“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四)通过有效激励，激发内在动力 

理解尊重是激励的前提；宽容是激励的“催化 

剂”；情感关怀是激励的良方。学校实行人性化管 

理，要打破传统地靠金钱与惩罚的管理方式，要正确 

处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关系，了解教师需要的 

层次特点，运用灵活多样的激励方式。 

心理学家指出，人的一生都在追求重要感，都希 

望自己受到重视，是群体的中心。因此作为管理者， 

校长应该关注教师对认可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也要 

注意到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师的需求往往是不同的。 

青年教师工作热情高，希望有进修业务的机会，同时 

面临诸如婚姻、住房等生活中的难题；中年教师多数 

是学校里的教学骨干，他们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 

验，希望自己能做出成绩，并得到领导的赏识；老年 

教师希望身体健康和得到尊重。因此作为领导首先 

应树立服务意识，鼓励和支持不同的需求，帮助教师 

切实解决不同的发展要求，善于感情投资，善于抓住 

优势需要，并善于依据不同需求引导教师多元化 

发展 。 
一 个集体，一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 

工、每个教师就是家庭中的一分子。所以，校长能否 

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挖掘他们的潜力，还在于是否 

能给予员工稳定的归属感。心胸宽则能容众，能容 

众则众归，众归则才聚，才聚则团队强。校长要善于 

容纳各种不同性格的教师和容忍教师的缺点，同时 

给予教师温暖的关怀以激励教师发展的动力与积 

极性。 

(五)培养团队精神，形成组织文化 

团队精神是组织的精神生命和组织发展的精神 

力量，能否建立良好的团队精神是人性化管理是否 

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为此学校领导要想方设法 

培养教师对集体的归属感与一体感 ，激发教师内在 

积极性，增强他们的“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集体荣 

誉感。 

同时完善积极的组织文化可以帮助学校贯彻制 

度的有效实现，并对教师个体形成内在的推动力。 

组织文化被誉为一个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团 

队精神正是这个组织文化形成的支柱。试想一个没 

有团队精神的学校如何能让所有的教师都以学校的 

发展为己任?没有团队精神支撑组织文化，何谈让 

教师自觉自我发展?何谈文化影响?而文化影响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然是组织对个人发展的内趋动力。因此培养团队精 

神，形成组织文化是个体发展的强大动力。 

甚至有学者认为“人性化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文 

化管理” ]。文化管理是人性化管理的最高层次，它 

通过组织文化培育和文化管理来建构一种组织精神， 

凝聚人心，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五、结语 

《易经》日：“一阴一阳之谓道”。正确的管理方 

法应该是刚柔相济，在制度化和人性化之间寻求一 

个合适的链接点并加以整合，实现“软硬”两种管理 

模式并用。 

人性化管理是实施制度化管理的前提和条件， 

只有把制度构建在“以人为本”的立足点上，制度才 

会具备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实行其维护社会中人的 

充分发展的初衷。而制度化是人性化管理的载体、 

依据和保障。人性化管理就其实质而言是更高层次 

的制度化管理。因为人性化管理的原则和思想要通 

过制度化来表达、体现并付诸实施，否则就沦为空 

谈。制度是现代管理活动的依据，人性化管理同样 

也必须在遵循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进行。 

制度化和人性化是伴随着管理活动全过程的一 

对矛盾统一体，正确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取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人当代先进的学校管理理念之 

中，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实现人性化，是对教师管理切 

实可行的有意义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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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Hm an  Nature：Some New Consideration of 

Primary an 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Management 

CHEN Hong-you 

(Departrnent of Education，Hefei Teachers College，Hefei 230061，China) 

Abstract：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ystem serves as the basic means of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coordi— 

nating the management method of the community laborers’conduct．Humane management is that manage— 

ment must respect the needs and feelings through the humanistic concern and efforts to stimulate internal 

motivation．It is very essential for the administrato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hrough open and transparent manner，to fairly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policies．At the same 

time·it is very necessary tO induce the teachers’ people-oriented belief and tO spirit up the teachers in— 

herent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effective incentives．Thus，through joint efforts，a harmoni— 

OUS campus can be created and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schools and teachers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teachers management；institutiona1ization：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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