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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级管理是高职院校教学管理的一种新体制。与传统的学校层面的单级管理体制相比，其具

有下移管理权限而使一线管理者的动能获得最大限度提升、畅通管理渠道而使一线教师能及时获得信息反

馈、兼顾教学反思而使课堂教学改进即时化成为可能等独特价值；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以分级管理、过程管

理、动态管理等为核心要素的目标架构和校系分明、以系为主的职责架构；在实施中，其功效的充分发挥依赖

于“二本结合”、规范有序、“机构创新”以及动态激励等策略的切实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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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职院校办学规模

不断扩大和教学管理任务日趋繁

重，传统的单级教学管理体制在管

理效能上的局限性日渐突显，建立

新型的教学工作二级管理体制（以

下简称“二级管理”）势在必行。

一、高职院校教学“二级管

理”的独特价值

体制是组织领域里广泛使用

的概念，是指体系化的组织制度[1]。

所谓二级管理体制，就其本质内涵

而言，是一种在学校或学校教务职

能部门的宏观调控下，系、部教学

管理人员负责实施的校系教学管

理制度。脱胎于传统管理体制的

校系二级管理体制，从总体上看，

有着独特的、为传统单级教学管理

体制所无法比拟的功能。

（一）下移管理权限，一线管理

者的动能可获最大限度提升

当前，传统的单级教学管理体

制的弊端已显露无遗。一是教学

管理职责高度集中于学校教学管

理层面，基层严重缺乏管理职权。

学校提出的总目标即为基层努力

达成的目标，基层几乎无独立的目

标调整和管理权限，并且教学质量

管理目标单一，基层部门管理特色

难以展现。二是管理者和被管理

者的地位往往错位。教务管理人

员容易以管理者自居，对教师指手

划脚，而教师失去自我管理的主人

翁地位，成为纯粹的被管理、监控

和评价的对象，从而对实施教学质

量管理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校

系二级管理体制能有效克服以上

不足，在不放弃宏观管理的情况

下，一方面，将教学管理的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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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放给系或教学部，系部教学管

理者因与一线教师及学生接触较

多，较之学校层面的职能部门更了

解课堂教学实际、教师和学生实

际，教学管理目标更能切近实际，

并容易为师生所理解和协同；另一

方面，在二级管理体制下，作为本

身也是教师的系部教学管理者与

其他教师一样，实际上被赋予了自

主管理的色彩，被放到自我管理者

的位置，成为教学管理的主人，因

而往往能有效消弭被管的心理，进

而积极自觉地参与教学管理过程。

（二）畅通管理渠道，一线教师

能及时获得信息反馈

在传统的单级管理体制下，管

理者与教师的人际距离相对疏远，

其所需处理的教学信息异常庞杂，

导致通过检查、督导和评价等方式

获得的教学质量管理信息不能及

时有效地公布和传达；关于一线教

师课堂教学情况的信息，也因传递

渠道不畅而无法及时传递到学校

层级的教学管理部门。另外，学校

的教学质量管理包括收集、处理、

反馈和再反馈信息等环节，由于学

校教学管理层内设机构信息管理

职责划分不清，信息传输中间环节

过多，易于发生责任推诿和信息瞒

报漏报误报的现象。且因其管理

跨度太大，不利于学校和系部之间

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显然，在高职

院校教学质量管理中，有必要遵循

组织层次和管理跨度最佳结合的

原则[2]，建立校系“二级管理”体制，

以弥补传统管理体制的缺陷，使管

理者基于质量管理的教学要求能

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有效的方式

传递给教师，同时一线教师对于教

学改革的需求也能迅速而准确地

反馈给教学管理者，从而有效地规

避教学信息传递滞后和失真问题

的发生。

（三）兼顾教学反思，课堂教学

改进的即时化成为可能

在传统的单级教学管理制度

下，学校层面的管理部门要面对全

校众多不同学科、担任不同课程教

学任务的教师，其教学质量管理措

施和办法通常无法涵盖教学管理

的所有环节，只能局限于运用检

查、评价等方式确定教师教学工作

的结果，而难以综合利用诊断性评

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种

形式，帮助各学科各课程教师进行

全面而细致的教学反思。而校系

二级教学管理体制是一种注重持

续提高质量的体制，通过教学质量

持续改进体系的运行，可吸纳和交

流各种信息，及时调整体系的平

衡，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3]。

该体制最主要的承载者即系、部管

理者，由于面对的只是本系、本部

教师的课堂教学，管理对象数量大

为缩减，这使得他们可以将教学管

理工作覆盖教学全程，为教师课堂

教学及时改进提供依据与指南。

二、高职院校教学“二级管

理”的基本架构

（一）科学的目标架构

一是分级管理。即学校层面

的教学管理部门将部分教学质量

监控的权责让渡给系部，及时安排

好职责划分事宜，使得双方的教学

管理各有重点，各有特定范围。二

是过程管理。教学管理不能重结

果轻过程甚至去过程，相反，应基

于现代管理理论，看结果也看过程

甚至更重过程，教学管理必须贯穿

到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4]。学校和

系部的管理人员必须对各个具体

的教学环节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建立起从投入到产出的质量控制

系统。三是动态管理。教学管理

既需要通过对教学过程节点的评

估来进行，更需要通过动态的监测

来实施。因为前者只是对教学质

量的一种切面分析，它反映的只是

教学质量在某一节点的静态情况，

这种切面评估是必要的，但仅仅局

限于此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同

时对教学质量进行动态监测，进行

一种纵深性质的监控，才能更为准

确地反映教学质量的变化情况，也

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教学改革进

程。四是全员管理。全员质量管

理体系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所

有人均参与管理。学校和系部两

级机构中的每个人，不论是管理者

还是教师，不管他的地位、职位和

角色如何，都是教学管理者。其

次，是系统管理。学校和系部必须

在教学管理方面进行系统的设计

和改革，打破学校各种本位主义的

做法，鼓励部门之间的协作，对涉

及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结构调整，

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灵活组合，

优化教育、教学、管理的结构，提高

工作效能。

（二）合理的职责架构

建立教学质量二级管理体制

的关键在于对学校和系部的教学

管理职责进行合理分解，以使学校

和系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二级管理所采取的实际上是

一种学校宏观调控、系部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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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模式。学校层面的教学管

理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既扮演规

则制定者又扮演规则实施者的双

重角色，而是以目标管理为导向，

关注研究和解决带有全局性的教

学战略问题，把握学校教学管理的

改革方向。由于管理目标是衡量

学校工作优劣的标准和尺度[5]，因

此，一般情况下教学管理目标的总

体设计、监控学校教学目标达成的

发展进程等，均由学校层面的职能

部门管理者制定。具体而言，学校

层面的职能部门职责包括确定学

校教学管理工作的基本目标，分解

总目标、制定和使用评价指标体

系；制定各个教学环节质量的一般

标准；制定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

组织督导机构监控系部各学科各

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等。

而作为教学管理的主体，系部

对各学科各课程教学负有一系列

职责。包括：依据学校的教学管理

总目标，考虑系部的实际情况，确

定各个系部的教学管理工作目标；

依据学校教学管理的总体要求，考

虑专业教学的需要和特点，形成系

部教学管理实施细则，细则包括基

本要求和具体评价方法；制定和落

实系部特有的教学管理方面的规

章制度；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方法，实施分年度的系部教学管理

整体评价；遴选人员，组建系部教

学督导委员会，规定教学督导的目

标、任务、方法等，由督导人员进行

日常督导；各个系部分阶段开展课

堂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的日常检查，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检查重点；组织

教师申请各个层级的教材建设、教

学方法改革和教学成果展示建设

项目，并实施项目建设，提供优异

的项目建设成果；利用学校的学生

评教平台，动员学生积极参与，并

配合学校职能部门做好课堂教学

评价工作，有效利用评价的反馈信

息，关注后续的薄弱环节整改工作

和整体质量提升工作等。

三、高职院校教学“二级管

理”的运行策略

（一）“二本结合”

所谓“二本”，指以师为本和以

质为本两个方面。近年来，西方国

家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如美

国，在其高等学校中，多数关于教

学、课程、研究课题以及社会服务

的决策都是由教授群体作出的；大

部分关于选择主修、选择课程和用

于学习时间的决定则是由学生自

决的[6]。我国高职院校二级管理体

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也应把教学

管理的基点落在此处。实践证明，

以往那种居高临下式的“官本位”

管理，只能使教师沉浸于“被管理”

的角色体验，进而导致其消极地以

各种技巧或方法来应对自上而下

的管理。只有当教师也成为教学

管理的主体，即教学管理以教师为

本，学校乃至系部教学管理的要求

才有可能内化为教师的教学理念，

并转化为教师自觉的课堂教学行

为。其次，二级管理的成效如何还

依赖于以质为本理念的落实。长

期以来，在校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

下，学校教学管理的价值取向在一

定程度上被扭曲甚至于被异化。

在一些系部管理人员的潜意识里，

其工作目标指向只是教学秩序，教

学管理的功能也只是维持良好的

教学秩序，对教学质量改进的关注

不足。只有突出质量为本的价值

追求与行为取向，二级管理才有可

能跳出传统管理“死水微澜”的格

局，进而形成追求教学质量卓越的

局面。

（二）规范有序

任何一种新体制的有效运行，

都离不开相应规则的同步。二级

管理体制亦然。教学质量的二级

管理，要求学校以及系部管理主体

乃至一线教师，都来参与管理规则

规范的创建工作。具体工作内容

包括：由学校一级的集中管理转向

“学校宏观、系部具体、学校辅助”

相结合的新管理制度中的一系列

具体规范规则的科学设计；学校和

系部二级管理主体的教学质量管

理职责的具体分工；规范相关当事

人责权利的规章制度的建构；学校

层面对教学质量的宏观指导及管

理，系部对教学质量直接管理和评

价的规范规则的创建等。事实上，

只有建立严谨、务实和有效的配套

规章制度，以及对教学质量管理的

每一个环节建章立制时，学校和系

部的教学管理和教学实施才会有

章可循，以“二本结合”为特征的二

级管理新体制才会充分实现其保

障与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潜能。

（三）机构创新

高职院校教学的二级管理是

一项系统工程，其工作的全面性和

任务的具体性，非一个部门几个人

所能胜任。在美国高校，基于教学

管理的需要，各系均成立系务委员

会。系的教学改革事宜，均由系务

会议决定，每一位教师都有权在会

上投票。美国高校教学系层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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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责的履行，

有利于激发广大教师尤其是基层

管理者的积极性[7]。我国高职院校

在实施二级教学管理过程中，显然

也有必要打破以往那种只有学校

层面才能设置某些机构的传统，规

定校、系均能设计与建立各种相应

的管理机构，以确保二级管理的有

效运行。具体包括：成立学校层面

的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以全面指导学校的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

建立各系部的教学工作指导委员

会，以定期讨论教学工作，全面负

责系部的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建立

学校层面和系部层面的教学督导

机构，组建督导领导小组和督导专

家组，全面开展教学督导等。机构

是管理的载体，只要科学设置配套

的机构，二级结合、规范有序的二

级管理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四）动态激励

高职院校教学二级管理体制

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动态的激励

机制。大量的事实表明，不重视甚

至缺乏激励的管理，从来都是低效

甚至无效的。因此，为使二级管理

发挥其高效能，在学校和系部职责

分明的情况下，各自还都需建立相

应的激励机制，包括学校层面对系

部及教师个体的激励机制，也包括

系部层面对学科专业及教师个体

的激励机制，以强化教师在教学中

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意识，提高工

作质量和学生培养的绩效。尤其

需要指出的是，学校特别是系部对

教师教学要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相

结合的考核机制。考评结果与系

部和教师的利益挂钩，对教学质量

突出的系部和教师个人给予一定

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于全面或

单项教学质量不符合标准和规范

要求的，应予以通报批评，并提出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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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Decentralization and Inspiring Vitality：Reform of Two-level
Management Teaching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ZHAO Ling
（Zhejiang Tongji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1231, China)

Abstract The two-level management system is a new system used i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level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ed in colleges，the new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olution of power so as to stimulate the forefront managers’enthusiasm，getting through management channels so
that the first-line teachers can receive timely feedback,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eaching reflection so that the classroom
teaching improvement immediately become possible. As far as the content is concerned, this new system mainly 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part is the objective structure with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multi-level management，the process manage⁃
ment and the dynamic management，the other part is responsibility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power between the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and the department-oriented management. The efficacy of new system is determined by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e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teacher-centered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entered management,
the normalization of management，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dynamic incentiv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wo-level management; operation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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