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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动态管理是一个涵盖教师人力资源的获取、使用、调节、激励、控制与开发的有机过程，是进一步调动教 

师积极性，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时代发展需要。探索新时期构建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无疑颇具意义。动态 

管理机制源于现代管理理论，并衍生到中小学教师管理领域，是构建 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小学教师 

动态管理机制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我市在中小学教师管理工作中的诸多实践，为探索构建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的可 

能性途径提供 了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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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 、清华前校长梅贻琦先生以自己从教及教师 

管理经历展示出对中小学教育的独特理解 ，充分肯定教师在 

学校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十分中肯地提醒人们加强对中小学 

教师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教育的发展 已经对中小学教师管 

理工作提出新课题 ，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是在此形势下孕育而 

生的，因其自身鲜明的特征，灵活的机制，为探索教师管理工 

作的可能性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加强中小学教师管 

理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一

、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所谓教师动态管理机制 ，就是针对教师的人与事的过程 

与服务的管理，主要是根据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因素 

的变动，对教师人力资源的流入、流出和内部流动的平衡与 

调节、分析与控制的管理机制。构建 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 

制，是进一步调动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入推进素质教育 

和实现科学管理的现实需要，其产生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 

结果 ，在当前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具有极其深远的意 

义。 

(一)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是现代管理制度理论衍 

生的结果 

中小学教师管理目标之一是实现人本管理 ，动态管理机 

制的基础是以人为本。管理的对象是人 ，应该 由人出发，以 

人为本。作为现代管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人本管理的 

核心是“给组织中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充分的空间，使得个体 

充分施展才能，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的配合，将组织中的 

成员培养成技术加管理型的人才”。中小学作为以培养人为 

目的的特殊社会组织 ，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更是学校管 

理中的“题中应有之意”。现代管理制度对个体价值和位置 

的强调为教育领域中的教师管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可以说 

中小学教师管理的人本方向的思路，是现代管理制度对个体 

的进一步发现，而中小学教师管理的人本化努力也为现代管 

理制度提供了生动的现实证明。 

(二)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是教师逐步适应社会综 

合形势的需要 

目前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从“技术单一型”及“知识单一 

型”转向“复合型”，如果人才培养机制依 旧停 留在“单一型” 

人才阶段，则所供必定非所求，社会与学校的误差势必进一 

步拉大。教育培养机制转向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大势所趋。 

学生从单一重视知识的掌握，向复合型、素质型转变；教师也 

相应地转向复合型，即由简单的“教育学知识 +学科知识”模 

式，过渡为融入自身生命体验、兴趣爱好的综合型、人本型的 

教育者。教师也需要以其 自身性格 以及感性理性特征引导 

学生成为兴趣学习和享受学习的个体，告别以前纯粹接受知 

识而无个性的被动接受者，从而为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奠定 

基础。动态的教师管理机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 ，追求教师个 

体积极性和能动性的最大发挥，挖掘教师队伍的内在潜能， 

以动态的教师来培养动态的、富有创造性的学生群体，为社 

会提供最优的人才储备。 

(三)目前中小学教师管理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在大力开展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背景下 ，中小学教师管理 

考核体系科学性较低，中小学教师的管理却依然与素质教育 

相脱节。惯常的中小学教师管理、考核流程是政治思想、教 

育观念、工作纪律、教学工作、学生工作、教学成绩、竞赛成 

绩、教研工作、论文成果、社会活动等，逐项考评，综合打分， 

划定等级，可谓名目繁多，考查入微；然而实际操作却经常漏 

洞百出：考核完全量化，只看结果，忽略过程，只重成绩 ，忽视 

个体及学科差异等。这些无疑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广大教 

师的工作积极性及个人能动性的最大发挥 ，更 缓了中小学 

教育的整体发展进程。 

因此，如何面对教师管理机制的现实偏差，适时构建中 

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二、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的特征 

与以往中小学教师管理模式比较，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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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一)教师动态管理机制是动态流程式管理机制 

动态既指管理者管理理念的灵活变动。管理者应不断 

更新管理观念，兼顾弹性、创新和权变原则，针对具体的教育 

现实和教育状况提出切实有效的管理举措。管理者如果没 

有变动不居的灵活管理的思想，就很难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 

协调各方意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现象。动态又指教师素养 

的发展以及教师教育方式的灵活变更。教师具有主动性和 

创造性以及发挥、施展各种能力的机会，动态管理机制的 

“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具有主动权的教师之“动”。广大中 

小学教师只有不断改善自身知识构架和加强自身素养，才能 

适应动态的管理机制的崭新情况。 

(二)教师动态管理机制是激励机制与人本管理相结合 

的机制 

与以前只顾激励而忽略平衡，或者只讲平均，不求激励 

的任何单一的管理机制比较，动态管理机制是公平基础上的 

效率和效率目标下的公平相结合的机制。公平是基础，效率 

是关键；人本是基础，激励是动力。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以 

往只重升学率、竞赛达标率等量化、分数化的做法，便是只讲 

“激励”而忽略“人本”的典型做法，不但严重挫伤教师的积极 

性，而且极大损伤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相反，只讲“人本”而不 

求“激励”，也使学校的教学管理陷入停滞状态，教师多年只 

用一本教案，教学重复一个模式，没有任何创新和改变，单纯 

的“人本”管理便显得无比僵化和落后。 

三、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构建的有效途径和实践 

中小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是随着社会形势发展而生，伴 

着教学实际需求而来，因此，如何在现实中小学教师管理工 

作实行此机制，并能真正产生管理实效，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下面将结合我市中小学教师管理工作的诸多举措，探析中小 

学教师动态管理机制构建的有效途径和实践。 

(一)深化中小学校分配制度改革 

充分发挥经济分配的杠杆作用，逐步建立重实绩、重贡 

献的学校内部分配“动态”激励制度，做到方法灵活、形式多 

样，实现教师管理中的经济分配“动态化”，增强中小学的生 

机和活力。2007年3月我市教育局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学 

校(单位)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慈教人[2007]35号)文件， 

目前正在实施中。文件坚持按劳分配、优绩优酬原则，加大 

对为教育作出较大贡献的教育工作者的奖励力度；坚持区别 

校情、一校一策原则，考核方案需经过教代会(教职工大会) 

讨论通过方能实施；坚持加强考核、强化激励原则，真正起到 

调动极大多数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的作用。文件在具体操 

作中明确各中小学要按照慈溪市政府考核办有关年度考核 

奖基数的 15—20％作为学校拉开差距的奖金基数，即市政府 

考核办规定的80—85％作为教职工的基本年度考核奖，其他 

15—20％的奖金数额为学校捆绑使用，由学校按教职工考核 

量化成绩进行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要求根据各 

类人员的工作岗位、工作数量和工作质量适当的拉开分配差 

距，打破平均主义，达到经济分配动态化，必将使我市教育事 

业进一步健康有序、蓬勃发展。 

(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实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离制度，实现教师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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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相分离；改 

变以往的“唯职称决定论”，其实质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动态” 

激励机制，形式上完全打破教师职称终身制，能力强的教师 

能上，职称高的教师也能下，实现动态化管理。 

2005年 12月我市教育局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幼儿 

园)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离工作的通知(试行)(慈教人 

[20051314号)文件，目前正在稳妥进行中。文件一方面要求 

严格实行结构比例宏观控制，规定了我市中小学校(幼儿园) 

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标准(见下表)： 

中小学校(幼儿园)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标准(试行) 

专业技术职务 

学校类别 结构比例(％) 

高级职务 中级职务 

省一级重点中学 40 45 

省二级重点中学、全国重点职高 30 45 

省三级重点普高、省重点职高、 
市属初中 25 50 

其他普高及职高、初中、市属小学 15 55 

镇(街道)中心小学、城区小学 5 60 

其他小学、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5 55 

另一方面，要求合理设置专业技术岗位，各学校(单位) 

要按核定的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设置岗位、聘任职务。规 

定目前已超过规定结构比例的，要逐步通过竞争上 岗、择优 

聘任、自然减员、合理流动、低聘解聘等办法，使实际在聘人 

员逐步过渡控制到规定 比例的高限。此举必将对优化专业 

技术队伍结构，促进教职工有序流动，增强中小学(幼儿园) 

师资队伍活力起到重要作用。 

(三)建构动态、多元教师素质结构，以革新姿态提升教 

师素质 ，为教师的发展 提供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教师是学校的主导，教师素养的状况直接决定着学校教 

育目标的实现与否。动态管理机制的涵义本身已包涵对教 

师素养的培育和完善教师自身修养和知识构成，应随着动态 

机制而不断更新和充实。只有如此，才能适应知识的 日新月 

异和技术的突飞猛进，才能保证整个管理是灵活的而非僵死 

的；只有不断开发和挖掘教师的素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教师个体在学校教学中的引导作用；只有教师自身先具有动 

态知识和素养结构，才能带动学生和整体教学局面动态发 

展。 

2006年2月我市教育局出台《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 

工程实施办法》(慈教[2006~21号)文件，加强了教师素质提 

高的动态管理，满足了建构多元教师素养结构的诉求，目前 

正在实施中。文件要求从 2005年下半年起至2(107年，以解 

决广大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为突破口，开展以“新理念、新课程、新技术和师德教育”为重 

点的新一轮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新一轮的全 

员培训，做到“四个统一”即“统一培养 目标 ，统一教学计划， 

统一教材，统一质量标准”，培训内容包括师德与教师职业、 

新课程学科教学评价、新课程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E一环境 

下的中小学学科教学专题研修等四个板块。此举促进广大 

中小学教师转变教育观念，增强综合素质，提升教育能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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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终身学习、不断提高的良好氛围，为建设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良、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村教师队伍 

打下坚实基础。 

(四)举起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武器，关注教师的动态需 

Jr- 

需要层次论是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 

出的。马斯洛认为，人类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 

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作为教师 

管理者要运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武器，必须要像了解学生 

需要一样了解教师需要，要像与学生沟通一样与教师沟通， 

要像满足学生需要一样满足教师的需要。 

1．就生理层次的需要而言，必须满足教师不断变化的健 

康需要 

目前，教师工作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生活方式单 
一

，体育锻炼减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慢性咽炎、粉笔灰尘 

肺、痔疮 、肩周炎、脊椎疼痛、脑力疲劳、心理疲劳等六大教师 

常见疾病一直折磨着教师，“过劳死“、亚健康等状况已经引 

起学校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教师健康不仅影响着教师自身 

发展的需要 ，更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2006年5月我市教育局出台《关于在全市教职工中实施 

健康工程的通知》慈教[2006]88号文件，倡导全市教职工在 

业余时间“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四十年，幸福生活一辈 

子”，开展了一系列以增强体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按照市 

《教职工体育健身评比活动方案实施细则》，全市教职工根据 

学校实际和个人特点，选择体育项 目锻炼；在中小学全面推 

行慈溪市自编中小学教职工广播操，举行慈溪市中小学教职 

工广播操比赛，以达到教师与学生同出操，共健身的目的；举 

行全市教职工保健常识学习、比赛和市教职工健康营养知识 

系列讲座。起到锻炼机体、愉悦身心的作用，使教师具有良 

好的健康状态，促进教学工作的目的。 

2．就教师的心理需要，必须激发高层次需求，挖掘教师 

巨大的潜力 
一 般地说，动机源于需要。需要的层次越高，个性活动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也就越高。学校教师管理要动脑筋、想措 

施，努力形成一种潜在的激励人、影响人、约束人的精神力 

量，促使教师自省、自我完善，发挥教师内在的潜能，给他们 

的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 

我市教育局也鼓励其下属各乡镇(街道)中小学和市属 

学校因地制宜的开展颇有实效的举措。如我市横河镇教办 

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多劳多酬、优质有酬，2005年4月 

出台《横河镇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试行)文件。另外根 

据教师不同层次水平，确定不同培养目标，全面启动“横河镇 

中小学 135青年教师培养工程”，即对新分配青年教师在教 

学业务上要求做到“1年基本适应、3年能熟练进行、5年能挑 

大梁”；全面启动“中青年骨干教师名师工程”，对中青年骨干 

教师，想方设法为他们创设成长的肥沃土壤。通过专项培 

训、鼓励冒尖、开设“教育创新论坛”等措施，广大中青年教师 

脱颖而出，已经逐步走上从横河镇名教师到慈溪市名教师甚 

至到宁波乃至浙江省名教师的发展道路。 

构建中小学动态教师管理机制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 

新的教育管理理念，不但能逐步革除在中小学教师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而且能满足学校管理者提高教师管理水 

平的迫切要求。本文考察我市中小学教师管理工作的诸多 

实践与创新 ，意在为构建中小学动态教师管理机制提供鲜活 

的个案参考，而欲使其能更为广泛、更为成功地实施，则离不 

开广大中小学教师及学校管理者的献计献策和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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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ynamic Administration 

on the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ONG Qing 

(Educaton office of t／enghe Town，Zhejiang Cixi，315318) 

Abstract：Dynamic administration is an organic measurement on the teacher re$oul~es by obtmning，utflifing，aajusting，inspiring，control— 

ling and developing 、It can furtherly encourage the teacher’s enthusiasm，and prmoting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the time、Dynamic administration 

construc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Modem administration theory，and印plies to the field of administration on the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 

el'8(MPST)．The dynamic admistration comtmction on the MPST is from the general dynamic administration construction theory，but it has its 

own markable ctmracteristics．Practise and experience ofthe admimtration work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is the basic support for the feasi— 

bility of a．aly~ng the dynamic administration oil the MsPr． 

Key words：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dynamic administration；comtm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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