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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两级教学管理研究现状分析 

杜建慧。黄恒雪 

(中原工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学管理制度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科学、规 

范、高效的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势在必行，这对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需要高校思考大学的目标定位、实现目标的路径和策略这两个关系高校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上 

要实现管理重心下移，实行校、院两级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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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校规模迅速扩 

大，在校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新的高校不断成立，高校的构 

成发生了很大改变，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快，教学管理工 

作范围扩大，事务性工作增多，现有的教学管理模式越来越 

制约高校专业建设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对 

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把二级学院作为教学管理 

的实体，推行校、院两级教学管理模式。 
一

、我国高等学校教学管理改革的历程 

第一个阶段是校、院二级建制阶段。1929年颁布的《大 

学规程》和《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可以设置文、理、法、教 

育、农、工、商、医等8类学院，有 3个以上学院才能成立大 

学，形成了二级学院自主权较大的大学、学院的二级建制。 

第二个阶段是校、系二级建制阶段。从 1952年年底开 

始，我国高校借鉴苏联模式，全面调整院、系，取消学院建制 

并建立系，系内设教学活动的最基本单位——专业教研室。 

在这一阶段，教学管理为学校一级的管理，系为教学的实施 

单位。、 

第三个阶段是校、院、系三级建制。高校内部实行校、院 

两级管理，系一般不设行政级别。在这一阶段，各高校的教 

学管理实行的是以校级一级管理为主，二级学院具有部分 

管理职能，系为教学实施单位。 

1992年。高校开始进行合并调整，尤其是 1999年高校 

扩招以后，专业增多，导致系的数量增多，大学教学管理范 

围扩大。学校规模和学科门类的扩大要求高校进行分层管 

理，学校是一级办学管理实体，学院是学校领导下的二级办 

学管理实体，管理权力在学校和学院两级管理实体之间分 

配。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需要高校思考大学的目标定位、实 

现目标的路径和策略这两个关系高校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 

问题。在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上，要实现管理重心下移．实行 

校、院两级教学管理。 

二、我国校、院两级教学管理研究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发展，原有的教学管 

理模式已不适应高校发展的需要．学者们开始关注对教学 

管理模式及其改革的研究。在初期，研究侧重的大多是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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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学两级管理的意义的阐述。如胡春光和黄文彬在《关于 

我国高等教育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的思考》中提出，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任务主要是通过高校教学活动来完成的， 

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状况和管理效能直接影响高校教学质量 

的提高和素质教育的实现。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校、院两 

级教学管理体制，对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淑娟在《高校校、院两级教学管理 

模式初探》中提出，积极推进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是新 

形势下加快高校教学管理改革 提升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迫切任务。 

近年，国内有些学者对高校两级教学管理提出了一些 

想法和对策。刘天佐和周清明在《高等学校构建校、院两级 

管理模式若干问题》中提出，要构建校、院两级管理模式的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通过校、院两级管理职权的调整、财务 

管理体制的建构、相关配套改革的实施和评价机制的建立 

等措施，确立学院“主体性”结构的地位．实现事权与财权的 

有机结合，从而推动学校管理重心的下移。吕世彦和郭德红 

在《大学二级学院办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中提出， 

要构建合理、有效的大学二级学院办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并据此对二级学院的办学绩效进行全面评估，提高大学整 

体办学质量。这些学者的研究均主张通过校、院两级管理机 

制的建立来实现教学的两级管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教学两级管理体制的建 

设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张扬在《关于高校校院两级教学管理 

体制改革的探析》中提到，建立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的 

实质是对学校内部管理的责权利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熊杰 

在《校、院二级管理体制下院级教学管理机制的探讨》中通 

过讨论学院在学校中的作用提出，通过明确职责、实现目标 

管理、推进教学管理规范化、建立评价体系和考评激励机制 

等来健全和完善高校两级教学管理体制。 

还有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教学两级管理的具 

体模式。高友智在《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的构建与实践》 

中指出，建立科学的校、院两级教学管理模式要理顺校、院 

两级在责权利方面的关系，明确划分校、院两级的权限．深 

化“院为实体”，并提出了具体的模式。《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学报))2008年第一期发表的石立岩的 《临沂师范学院以扁 

平化管理为核心的体制创新案例分析》，拉开了高校扁平化 

教学管理的序幕。杜建慧课题组在“高等学校教学两级管理 

关系的构建和调谐”的研究项目中以扁平化理论为指导．提 

出了基于校、院(系)教学两级管理的机构及职能设计。校、 

院(系)两级教学管理的流程设计，基于流程的教学管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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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机制与制度体系。郭冬生在《大学教学管理制度论》中系 

统而全面地提出了我国大学教学管理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通过中外对比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并建议构建低重心、人性 

化的大学教学管理体制。这本书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发 

展的过程方面，无论是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 

现状还是问题的应对．都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并在对 

比国外教学管理经验后又对我国现存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很 

好的建议和发展方向。 

总体来说，我国大学校、院两级教学管理制度的研究比 

较薄弱．虽然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此类问题，但多半 

仍停留在分散的、孤立的层面，仅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进行研 

究，对校、院两级教学管理制度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还不 

是很多。 

三、高等学校教学两级管理体制研究应关注的两个方 

面 

教学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工作的核心，教学管理水平 

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育人为本，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 

发展。”建立校、院两级教学管理模式首先要转变观念，在研 

究中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教学两级管理的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这不仅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种事务的指 

导思想，更是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教学两级管理必须充分 

体现人性化管理。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人性化管理和服务，有 

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工作，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 

人既是发展的首要担当者，又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坚持 

“以人为本”，首先要正确认识以人为本中的“人”，认清人的 

“精神性的存在”“自由性的存在”“创造性的存在”等本质特 

点，从而重视人的精神，以精神提升人；其次要把人作为主 

体而不是客体和工具，高度重视人的创造性。坚持“以人为 

本”，关键在于如何思考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三者之间的关 

系。对大学教学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来说．“以学生为本” 

“以教师为本”和“以服务为本”集中体现着“以人为本”的大 

学理念。 

目前，我国高校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多问 

题，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由“以学生为本”理念的缺失和偏 

离造成的。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就要保证学生在学习 

上有一定的自由，尊重学生独立自主的权利，把学生看成主 

体。 

大学管理的制度和决策要能反映学生的利益。在以学 

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教育教学工作的根本的基础上，依靠 

学生这个主体实现教育教学和管理的目的。 

高校领导以及其他管理者应当改变陈旧的观念，坚持 

“以学生为本”，从把学生当做主体的角度出发，在教学管理 

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中保证学生的学习自由．满足学生的学 

习需求。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相对于“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则是针对大学教 

学管理活动中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在执行管理和决策时提出 

的。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教学自由权是“以教师为本”最基 

本、最本质的要求。教学自主权是大学教师专业自主权的核 

心，是教师教学发展的权利保障。大学教师的工作具有复杂 

性、创造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特点，大学教师的工作并不是 

简单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 

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和发展。大学的领导和管理离不开教师， 

也离不开“以教师为本”的理念。因此，高校要在管理制度中 

体现对教师的劳动与成果、价值与尊严、权利与权益的尊重 

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教师为本”。激 

发教师工作的动力和创造力，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教学两级管理应体现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 

科学有效的教学两级管理模式是教育质量的制度保 

证，也是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保证。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的因 

素有很多，教学两级管理只是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产生影 

响的一个方面和维度。如果以科学的教学两级管理机制来 

运行，那么对高等教育来说，不仅能够保证高等教育结果的 

公平，而且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对于提高学校教学管理水 

平和能力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在教育过程公平的前提 

下，同等教育质量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社会上才具有同等的 

竞争力，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培养才能达到教育结果的公平， 

也就是就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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