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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坚持“以人为本 ”必须牢牢抓住两个“主体 ”
3

陈 　松

(重庆工商大学 组织部 ,重庆 400067)

[摘要 ]高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大

历史使命 ,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以育人为本 ,以学生为主体 ;人才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资

源 ,办学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才为本 ,以教师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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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是当前高校的首
要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
质和科学内涵 ,认真做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各项工作 ,促进高校科学
发展上水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高等学校 ,坚持
“以人为本”必须牢牢抓住两个“主体”。

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 ,以学生为主体
高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使命 ,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以育人为本 ,以学
生为主体。

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 ,为什么学生的一些“老、大、难 ”
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引起学生的不满甚至骂娘 ,是学生无理纠缠
还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 ? 这样的教育与管理的效果和我们的培
养目标是不合拍的 ,那我们办学的效益和宗旨如何实现 ? 产生这
些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管理部门特别是管理部门的负责人 ,在
思想意识上没有真正形成“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主体 ”的理念 ,没有
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学生、帮助学生解决困难的感情。一些
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 ”的现象。这
些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想一想。现实中 ,学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

有些同学遇到困难或不明白的事理 ,也许是思前想后 ,说不定还作
了一定的“思想斗争”,才“鼓足勇气 ”来向你寻求帮助 ,结果“抱着
希望而来 ,带着失望而归”,甚至心中还升腾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怨
火”,要是我们的子女也受到这样的“遭遇 ”,你作何感想 ? 难怪有
的学生前脚走出校门 ,后脚就狠狠地在学校的门上踹一脚 ,口中誓
言“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当然 ,这种极端的情形也还是少数。
但我们的学生对学校现状不尽满意、对学校难以产生深厚的感情
恐怕就不是极个别了 ,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做教育管理工作的同
志们反思 ? 学校学校 ,没有“学 ”,哪有“校 ”? 大学生是高校最宝
贵、最鲜活、最富有创造性和可塑性的资源 ,高等学校肩负的历史

使命和社会责任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
这样一来 ,维护好学生的利益 ,解决好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 ,关心学生 ,爱护学生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使
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成才 ,就是广大的教职员工用实际行动落实科
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为此 ,我们在工作中就应该转变思想 ,转换视角。学生正确的
意见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学生工作政策与措施的重要依据 ,牢骚和
不满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学生工作、加强弱项工作的信号指示。高
校所有的管理者和服务人员心里要时刻装着学生 ,凡事要想着学
生 ,工作要依靠学生。要在学生与学校之间、学生与部门之间、学
生与老师特别是辅导员之间建立起正常、畅通的信息发布、沟通、
交流、反馈渠道 ,建立起诚实与互信的机制。管理部门特别是学生
工作者要真正立足于学生之中 ,深入学生的教室、寝室和活动场
所 ,主动关心学生 ,了解学生 ,善于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 ,要有捕捉
学生需求信息的敏锐性 ,包括学生的学习、情感、心理、人际关系、
社会适应、职业生涯规划、成才与发展、就业指导等各方面的需求 ,

要把学生的需求作为我们工作的第一信息。
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 ,以教师为主体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

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全在于有没有好
教授。”正是这种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 ,才使 20世纪 30年代的清
华名师云集 ,睿才荟萃 ,群星灿烂。正如有人所形容的 :“一时清华
大学出现有识之士闻风景从之景象。”清华也随之成为我国最有影
响的大学之一。牛津、剑桥、哈佛等世界知名大学 ,无不以为是。
可见 ,人才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 ,办学必须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 ,以教师为主体。

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反思 ,为什么有的学校长期存在教学
与管理的矛盾 ? 存在教师与行政人员的相互不理解 ? 存在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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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难以引进 ? 存在教师不愿意“充电 ”提高 ? 总之 ,离建设一
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目标还相当遥远。而这正是制约很多高校发
展的最大障碍。

一个学校出“名”,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但“名 ”的源头
在“名师”。一般来讲 ,年轻高校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除了加大自
身培养力度外 ,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引进人才 ,甚至是采取超常规措
施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然而 ,从实际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 ,有的
学校领导和人事部门高度重视 ,全国重点高校也没少跑 ,拿回的高
层次人才意向材料也不在少数 ,但最后成功的比例始终不令人满
意 ,导致现在有些专业的教师队伍非常吃紧。这里面固然有人才
引进政策力度的问题 ,因为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人才有通行的
市场价格 ,需求方的出价一般要满足这个价格。但是 ,在人才引进
问题上 ,光凭市场法则是远远不够的。这里就有学校的理念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 ,有意向的博士来后 ,人事部门介绍到相关的学院 ,

有的仅仅见一次面 ,根本谈不上深入的交谈和相互了解。博士回
去以后 ,相关学院也缺乏主动、及时联系与沟通 ,没有紧迫感 ,更没
有落实专人采取“人盯人 ”的战术 ,可能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就在
这种“冷漠”的拖延中另择高就了。想想看 ,高层次人才求职选择
的单位多 ,发出的求职意向书也多 ,在选定之前 ,要做充分的比较、
筛选。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就看谁的引智聚才工作做得细、
做得深、做到人家心坎上。因为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在选择单
位时 ,除了物质待遇外 ,非常看重学科平台、研究团队、人际因素等
是否有利于其专长的发挥和是否具有身心愉快的工作软环境 ,一
句话 ,是否真正把他 (她 )当人才、当宝贝 ,这就需要学校及相关工
作人员的热情、诚意、专注。即使已经引进的人才 ,只有用事业发
展的前景和深厚的团队感情 ,才能更好地留住他们。这一点 ,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南大校长徐冠林博士提出 :

要想方设法把海外优秀人才“空运 ”来新加坡 ,让他们看看学校的
环境、设施和氛围 ,要让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人才来学校从事研
究、教学工作 ,携手创造世界级的教学和研究声誉。即使对方暂时
没有来新加坡工作的意向 ,学校也不放弃派专人跟踪联系 ,尽量全
面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工作安排、学术活动、休假安排等 ,邀请对
方利用工作之便、休假时间等来学校访问、讲学或做访问学者 ,久
而久之对学校有了解和感情了 ,引进他们就顺理成章了 (吕杰 ·新
加坡大学教师资源开发与配置的理念与作法 ·南洋感录 )。前段
时间 ,有一个学校邀请中组部、团中央第九批赴渝博士服务团的高
层次人才去学校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有的学
院和科研院所真是求贤若渴 ,把讲座当成难得的机会 ,讲座完了又
是组织老师座谈 ,又是进行学科建设咨询 ,还寻求长期合作的机

制。但有的学院仅仅把这看成是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 ”,缺乏主
动精神 ,收获甚少。两相对比 ,可谓大相径庭 ,但背后实际蕴含着
一个学院或单位当然主要是负责人对待人才的理念了。

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对高校触动很大 ,收获不少。
但如何更好地落实“教学中心地位”这一最最核心的要素仍然是学
校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落实以教学为中心 ,必须改革现行的管
理模式 ,管理重心下移 ,让学院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调动教师与职
工的积极性。前面提到的教师不愿意“充电 ”提高的问题 ,就在于
有的学校在制度设计上缺乏教师主动“充电 ”提高的机制 ,比如教
师进修、学习期间工作量可以减免而相应待遇不减少的制度 ,教师
两年带薪学术休假的制度等。简单地说 ,以教学为中心 ,就要坚持
以学院为中心 ,以教师为中心 ,所有的部门和管理都要围绕为学院
服务、为教师服务、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来开展工作。但是 ,现在
高校中有的管理部门仍然存在衙门作风 ,工作深入不下去 ,发文件
多 ,主动上门解决问题少 ,对学院特别是一线教师的需求缺乏深入
了解。有的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甚至工作马虎、态度粗暴 ,对老师常
以“命令”的方式发号施令 ,使老师意见很大。一项政策、制度的出
台必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多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 ,改变
高校管理行政化的倾向 ,建立健全教授委员会并充分发挥其在办
学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执行政策中遇到疑问甚至不理解 ,也要
耐心解释 ,制度是刚性的 ,但管理要人性化、柔性化 ,把工作做细、
做实。常言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古今事业须成于实 ”。只要我
们在工作中坚持了以学院为中心 ,以教师、教授为中心 ,支持教学 ,

服务教学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的中心地位就能够得到巩固。
这就是大学始终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 ,以教师为主体的体现 ,

也符合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核心理念之一———充分尊重教师的主
体地位 ,实现教师治校、教授治学。

所以 ,在高等学校 ,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牢牢抓住学生和教师
这两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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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k ing to human2ba sed pr inc iple m ust tightly gra sp two ma in bod ies
in colleges and un iversities

CHEN Song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historic m ission to cultivate socialism constructo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in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morality, intelligence, health and beauty, so the education must be human2based and student2based. Talents

are first resources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ollege2running must stick to talent2based and teacher2based p rincip le.

Keywords: human2based p rincip le; two main bodies; student;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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