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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教务管理理念是高校教务管理的思想和灵魂。它对于指导和调节管理者的

管理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际化发展，不仅使我国高校

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内部复杂性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的双重挑战，也将高校教务管理

带入动荡不定的情境之中。探索并推动建构适宜的教务管理理念既是我国高校顺应

国际高校改革发展潮流，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迎接发展竞争的需要：它也是指

导教务管理者运用管理理论的成果进行管理创新，适应教育教学理论的新发展与复

杂多变的现实对高校教务管理的挑战，范导高校教务管理实践，丰富和发展高校教
务管理思想的需要。

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对策性思考的思维路径，在把握后现代主义基

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认识方法，对我国高校教务管

理理念及其齐一化价值理想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了相应

的教务管理建议。

本文介绍了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及其基本的思维范式；

并运用其观点对理念、高校教务管理理念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重点就市场与

政府对我国高校教务管理的“齐一化”的外部影响、高校系统及高校内部在目标、

制度与方法方箍的寻求“齐一”的原因、表现和所引发的学校与教学、学术与人的

发展的价值困境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从高校教务管理的情境性、教学与人发展的情

境性的角度，提出了复归本真，消解困境的可能办法；文章认为：高校教务管理以

服务于教学与人的发展为目的，为人的发展、教学的发展提供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

是其重要的职能要求。教务管理与教学是情境性的，教学和人的发展的需要是复杂

多样的-高校教务管理面向情境，不断提高对教学和人的发展的多元要求的满足能

力，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与学生的学习自由。这既是高校教学的学术性、

学习的创造性以及人们对高校教育教学价值追求多样性的要求，也为教学发展和人

的发展所必需。因此，高校教务管理需要根据不同的管理情景不断调适和改造自己

的制度安排，使之在目标、制度、手段等方面得到体现和尊重。

论文的主要特点在于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国高校教务管理理

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并初步探索了消解目前高校教务管理价值困境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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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

罢言

1。域餐背景

蘧蓑垒球一傣毯逡疆豹擞鬻，耨经济辩筏已然褥霾薤黉爨魏发鼗滗争孳l鬟蔹会

生活静方方面面。国际闻入才和科技的竞争愈加筏人们对未来韵生存斌薰和生存状

态忧心．I啐忡。对高级入力资源质器与数量豹关注，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民智

能开发攫燃秘效搴的关注，对辩校科技开发能力姻关注，使高水平豹褰等教育成为

人世的“轴心”和第一“财赣”。淹使高等学校成为章圭会进步发展的合格的“发动

羲”，蠡童璇纪审磊蘩爨寒，髓嚣各嚣程缝舞始≯终续穗曼辜毒袋效鹣蹇等教赛改

革，各豢校瞧热太了鑫骞教摹发震翡夯度。逶过麓疆改革露剖薪敬不黻辐鹱酝能，

寻求更商的教育教学质量，提搿壤养效率，成为围际赢等教育改革的～大亮点和高

校的自觉凝求。

商等教育豹大众化、普及化发展使得高校栽模E益匿大。学生犬爨璜长带来多

样键豹就学簧求；薮专韭、搿学秘的＆现露带来鹣糨瘫校内撬构酶分纯狃璞魏，傻

高校孬舔瓣愈来j觳太豹内部复杂链莲力。攀院羁丈学燕然鸯其“奢缀缳的茏致辩主

义”传统，但是，维持多元激体之闯、部势与憨体之间适宜的张力，确保内在发展

豹质量鞠歉穿，也必然避成为离校管理者谋求发黼豹趣中之义。追释大学豹理戆，

凝练大学的精神，探索大学的爆念成为高校发展研究的新风景。

嚣际瓷等教育、离等学校之闽的竞争簸根本瓣燕教育矮量的竞争，教育质薰的

蹇袋寨滚燕教学。罄在疆蔫教攀震量鹁蔹荤麸内容銎l影式不蘩萋延，纛经逶近裹校

教学管理零身。以适建靛模式礴效整含全都生产拣力曩，扩大帮巩潮来自教学蠹郗

不断增长的改革的成果，消减因管理“不当”给教举运行带来的负颟效应，正越来

越受刭高校管理者重视。高校内部始终都存在～种对外部改造近乎本能的搐抗倾

向，遮燹埝藿步}还是嚣内，都鸯其深刻的存在理内。瞧基于恁，国际舞等学校管理

对警理发爱豹～羧趋势嚣袋聚瓣麸“经验”爨“辩学”嚣一系残“溪代强”致逡表

现塞含义裁杂豹“顺从”秽“冷漠”。商校内部静静瑷，尤其是处予“经验”愚维、

“行政”体制与“瑗代”学段豹简单漉和状态的教务管理不仅没有满怒入们的绩效

预期，避栈徒带来与传统和现实的毅的适切性矛瓒，成为事关高校熬体发展活力的



深喉。处在当下的管理者，援在传统与未来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以维护真正的教学

的生命，就必然要有意识地凝炼和升华自己的教务管理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共建、调整、合作、会并”为根本指导方针的裔等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深刻地改变了我嗣高等教育体制上“条块分割”豹爆格局，教育资

源得到了优化，办学效益明显提高。这～改革的深化，将高校引向了“规模、结构、

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办学道路。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为

舞校豹自主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高等学校外部翳理体制约改革，也逐滂}将人们体

制变革的兴趣引中到高校内部的务个层面。为解放长期受旧体制压抑的高校内部的

生产力，恢复和增强高校自身的发展活力，使高校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自主应对

来自丰主会各个方面豹辊遇和挑战，多样纯取稻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改革箍动着教

学管理制度从单一僵化豹学年制，向灵活多交的学分制迅速转变，莠创造性地衍生

出综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众多新模式(绩点学分制、学年学分制等)。传统教学管理

体制内部的权力关系也出现了相应盼交化，权力羹心从校一级主管机构开始向院系

一级转移，这静缓慢却持续的变化与翁校内部医存豹教学资源调配传统、运作传绕

之间的和谐性矛盾日益显现出来。教学管理有效性的降低和运行调控机制的失灵，

反映在教学上就表现为教学秩序的混乱和教学质蠡的下滑。教务管理体制及其机制

阉题，作为巩固教学改革成聚，推动整体改革深化的重要阍题弓J起了管瑾者和教师

的关注。

进入2l世纪以后，在高等教育改革力度大幅增强的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大众

化永平不断提高，高校规耩迅猛发展，高校教务管理工作惫不新膨胀，管理的复杂

程度和难度日益鸯日大。包含各种办学形式的独立学院、二级学院所构建的巨型大学

不断出现，使高校按照职能分工原则，将教务管理活动分成独立的岗位，强化岗位

职能、注重独立工作能力和员工直接对领导负责的传统模式面艋着更加严峻的形

势。遨群管理模式将繇本相互联系、交叉影响的网状教务管理活动人为遮分割为数

学文件管理、教学计划管理、师资管理、搀选课管理、学籍管理、考试管理、成绩

管理、实践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管理等相互孤立、各自行政的线状管瑗，很难适应

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发展豹需要，其僵化、隔绝的弊端更加充分地暴鼯出来。国对高

校教务管理投本闻题的追闯，逐濒在搽索颓的教务管理模式鳇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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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背景

世界经济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把本就十

分激烈的发展竞争推向到一个新的层次。各个经济利益团体既相互竞争又互为依

赖，各种文化传统既互相激荡又相互融合。世界重新顽强地把它本来就有的开放性、

复杂性和多样性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面对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为给企业和组

织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以便在世界新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西

方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纷纷从“现代管理论的丛林”中探索指导未来企业(组织)

发展的制胜之路。

在适应变化、灵活运用管理学思想(尤其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

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如：托马斯·彼得斯相信非理性的童筮和尊重厶筐复盘丝的

管理思想；约翰·P．科特提出了增强企业应变能力的管理者新规则思想；彼特．M·圣

吉重视增强组织整体能力和提高整体素质上的“堂虽型组织”理论：盖伊·哈默尔

等人提出了重视组织核心能力修炼与发挥的战略管理思想；特雷斯·E·迪尔与阿

伦·A·肯尼迪在细致分析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金!Ⅱ!塞

焦笪堡”理论：马龙和布尔约尔夫森鼓励雇员培养自己的知识，而不是简单地采用

其上司的知识的管理思想；等等。从这些管理新理论的价值逻辑中，我们不难发现。

在新的全球化、多元化的现实面前，一些传统和现代的管理思维模式正在被深刻地

解构。强调学习性、自组织性、灵活性、柔性甚至非理性，重视组织体系的开放性，

强调通过不断提高组织自身的创新能力、强化学习、转变权力结构、维持适度的战

略弹性，培育发展独特的组织文化和管理文化等手段，以不断增强管理在变动不拘

的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有效性，已经成为未来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向。较浓郁的后

现代意味便流淌其中。现代高校的巨型化、国际化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其固有

的学院性传统，无论其外部还是内部都存在着当今企业所面临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

问题，在其独特的“4A”(即：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自flq(Academic

freedom)、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学术责任((Academic Accountability))理

念追求下，这种不确定性局面甚至比一般的企业组织都更为严峻。有效而合理的组

织管理对现代高校而言是必需的。无论从扩大和巩固高校生存的合法性基础言，还

是从实现高校根本价值追求的现实要求而言，维护高校内部必需的文化生态，使高

校在日益巨型化发展过程中不至于被来自内部的力量所摧毁，高校管理者必须学习

和借鉴当代企业管理的基本精神，以新的更明确的管理理念来发展和丰富符合高校

特性的管理理论体系，指导适宜的管理实践模式探索。

教育教学理论的新发展对高校教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l世纪经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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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迫切需要管理者用一种自觉的管理瑷念统筹高校教务管理韵全局。高校教务管

理的改革、发展和创新也必须建立在明确合理的高校教务管理理念的基础之上。因

为，有了自觉台理的管理理念，管理者才能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准确判断高校教务

管理历史与现实，把握剑新的价值取掏，指导和实施簇它方露豹翎新，并为教务管

理的改革与发展找到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培育健康积极的管理文化，形成自己的

管理特色。

高校熬发震教学是基础，学术发展是核心。保持裔校学术活力，是教学霹持续

发展的关键。促进高校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必然要求藏校教务管瓒者尊重学术自身

的成长规律。维护并确保学者独特的价值追求。“教务管理是以行政方式实现对教

学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的具体实践”，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楣甄作用体现得较为

充分。教务管璎理念对二蠢关系的确认和露答，为管理者主动抉调褒维持学本权力

和行政权力在教务管理实践中的正常关系，确保专家、学者对教务活动中学术性问

题的有效干预和影响提供着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对肖着极强行政干预传统的我国

蔫凌教务管理箍言，构建羁l谐的学政关系既是提高裹校教务管理豹绩效和确保人才

培养质量的需要，也是具体贯彻落实《高等教育法》相关规定豹需要。它一方面有

助于培养尊师重教、尊重学术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调动学者钻研学术、

积极参与教学和管理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梭。

2．对蔫棱教务管理理念的探索毒舫干丰富翻发袋高校教务管理思想

从现实看，我国对高校教务管理理念的自觉探讨还相对缺乏，还需要人们结合

自己的实践，做多方面的努力。教务管理理念来自予对优秀教务管理传统的哲学抽

象，对各种教育、教学愚愆及相关管理慝想的合理吸收，对学捩发糕态势与教肖教

学及其管理改革趋势的准确把握，是个人智慧和组织智慧的凝聚。

建构符合教育、教学与学校发展规律，适应人才成-t6．特点、时代要求和校情实

际的教务管理理念，必须借助各弹观点的自由撞击和融会。当前，可资剩用的思想

观念众多，侄何理论认谈都不可能是终极的，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主张回归情景，

关注多元主体的现实诉求，提倡深度沟通与理解，灵活变通的后现代思想，为我们

反思高校教务管理的普遍性倾向提供了机遇。也给人们就高校教务管理理念闯题开

展多元、多建度的愚素，捺动管理理念的不颧修正，使之崮管理联论发展刨造了条

件。



(三)研究现状

l。嚣成硪究现状

国内近20年的教务管理研究是攀敝和经验性的。系统研究缺乏，专门理论研

究较少。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管理一线的业务人员，有较高理论底蕴的学者、专家参

与的不多。研究的成果多橙有工作感想和经验总结性质，既缺乏成有的教育教学理

论耜管理理论观点髂指导，又缺乏对现代理论愚维范式豹借鉴运用。思考本身也体

现出对既往行政主导的教学、教务管理模式的严重依赖。

我国对高校教务管理的研究是在我国教育体制改蕈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以20

教纪90年饯为赛，它大致经历了嚣个对期，帮90冬代以翦豹起步阶段窝∞年代

至今的发展阶段。在研究越步阶段，以缀验总结为主，并初步展开了教务管理褒论

体系的构建■作，出版了专门系统阐述高校教务管理内容、过程和方法的专著。”如

闽佥童先生豹‘高校教务管理导论》。90年代以后，以探讨高校教务管理现代化为

主线，高校教务管理研究褥瓣了较大豹发震。研究的内容涉及管理模式、运行机制

和管理者、管理过程、内容和方法等许多方面，现代管理理论逐步被应用到教务管

理的探讨之中，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一些数理的方法也被借鉴到探

索教务管联体系及其过程的优化上来。9e年代压期，隧罄谤算楗教术教广泛疲蔫，

高校教务管联的信息纯、网络化研究成为热点。

这些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高校教务管理的工作体系，强化高校对教务管理

的认识，指导我国高校教务管理现代化实践无疑都具有积极作用。健出于研究者本

身对教务管理认识豹经验·I生和硪究态度豹功利毪，骈究显现出浓郁的“技术纯”倾

向。人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高校教务管理，但从受宏观的层次思考教务管理价

值意义的努力却仍然十分缺乏。在近理论层次的“理念”研究上存在空白。这不仅

圈嚣翦全球亿条件下，国内市场经济体剁改革所带来的日益严竣豹赛校生存鞠发震

形势极不相称，也不能适瘕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以来，解决不断增加的教务管理现

实问题对提高教务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需要，以及反映多元价值诉求的课程、课

堂组织及运作方式对灵活交通的高校教务管理体制环境的需要。

2．国强研究现状

由于国外高校独特的发展历史所形成的特殊管理传统与国内商校存在着较大

④揭金耋。高等学控教务管理导论￡枷序．挂韩：广西师范大学出敝杜．1988(8)





⑧ 硕士学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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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对策性慧考的愚维路径，运用文献研究与理论

推演相结舍的方法，在把握后现代主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基本

观点和认识逻辑，结合对我翻高校教务管理理念及其齐一化价值理想所面临的现实

羽境的分析和阐释，提出相应的教务管理及其理念建构的建议。

(五)研究结构、内容与创新之处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酋先，介绍后现代与盾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

及其基本的思维范式；其次，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在对理念、黼校教务管理理念

及其相关概念进纾阐释豹基础上，重点就市场与政府对我国高校教务管理的“齐一

化”的外部影响、高校系统及高校内郝在目标、制度与方法方面的寻求齐一的具体

表现，原因和所引发的教学、学术与人的发展的冲突和危机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褥

次，就齐一化新导致的发展危祝，献高校教务管理与教育教学与入发袋韵情境性的

角度，提出复归本真，漕解爨境的可能办法。最后，奁重申后现代主义豹多元论主

张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的观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题新颖，论文从理论的层面对人们较少涉及的高校教务

管理理念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弓|起人lfj对该问题麴重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还在

于视角独特，论文从质现代视野审视我国当前高校教务管理理念、其“齐一化”价

值取向及相关问题，有助于澄清人们对教务管理的价使认识，推动我国高校教务管

理理念的多元探索与建构。

8















因此，知识信息的操控问题就更加成为一个权力问题。

(三)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维范式

1．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与逻辑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及其现代性基础的理性观、主体观、合法性、知识论的

颠覆，并非意味着它要返回野蛮和蒙昧，返回彻底的虚无主义。其根本目的在于通

过对现代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绝对化、一元化的刻板状况及其内在危害的分析，

希求运用一种灵活的、变通的、合乎实际的后现代性态度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等发展的现实问题。虽然，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其具体主张不乏

片面甚至谬误，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是其分析和论述已然为我们理解和

把握曾经深信不疑的现象提供新的视角，也使我们发现我们一贯坚持的思维方式并

非没有盲点和误区。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根本对立主要体现在认识论及其思维逻辑上。自近代

以来，传统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人在其内心中‘认知’外在于他的世界的精神活

动，使对象和主体如其所是地去‘是’的过程”。，亦即主体对客体的意识构建。

认识之所以发生在于客体存在于主体意识以及与其本原的关系范围(即locus)之

中。主体的意识统觉能力是一切认识之所以可能的最终根据，客体只作为一种相当

有限的条件，发挥以某种确定样式规定认识结果使之不致荒诞的作用。认识的最终

目的在于明确并建构这种关系，使客体与其通过主体意识反映出来的终极本质(本

原)相统一，形成知识，赋予客体以普遍性(唯物与唯心的差别就在于这种本原是

否来自主体意识)。由于任何事物都有其确定的普遍的本质，“不存在个别的本质。

只有‘普遍物’(即概念)才是使某物成为其所是的东西”o。一切认识也都通过概

念进行，因此，现代主义在认识逻辑上总倾向于把某种词语、中心、基本原则等看

作本原性的、终极性的东西，作为判定事物真实性的根据，认识的过程就是致力于

寻求这种同一与确定，从而把客体之所以作为特定的存在的差异、特殊性忽略于否

定之否定的主观演绎之中。

后现代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本质主义反映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识论，主张

以“一种多元的、无权威、无确定、不断增生和开放创造的自由主义认识论”@来

取代传统索逼、控制型的认识论。他们认为，不存在任何确定的本体世界，不管这

①方新民．从海德格尔的视界看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根本缺陷[J]．云南社会科学，2002，(2)

②陈嘉明等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

@胡敏中．后现代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判别[J]．河北学刊．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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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既不存在潍定的认识方法，

也不存在任何终极的认识目标。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同一化建构过程，而是一个

意义不断发现的解释与对活过程。对主体丽言，任何对象都是一个肖待鳞释的文本。

相对子普遍本须，客体之所以存在是有其内在的特殊规定性的。薮我，福穗认为，

认识的目的并不是去找出簸异之下的共同因素，而是应当“差异地”理解差异。在

认识中差异就不应让位于导致产生概念一般性特征的蒋遍性特征，要使关于差异的

研究本身成为当然的东藤，成为认识瓣题中之义。认识应当着l受予蠢差异，对蓑异

进行思想。

德勒兹撮如，存在就是差异、差异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他主张认识应遵循一种

“差异的逻辑”。哲学本身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应有一种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

一逻辑”不同熬差异逻辑来把握事物的多元性移差舜幢。作为认谈工其之一翦概念

仅是差异的超常表达，而不是一致性的仲裁者。作为逻辑构造物的概念无法把撼事

物的运动交化，也无法对搴物进行充分的概括，它本身与对象之闷是非同一的。因

为事物的变化馊橇念在结构上也是不稳定的，它不会将皂己限制禚线性的发展软道

上，它所体现蹬来的总体模型是不可预觅的。其次，概念在认识中惹昧若帮助建立

某个新的语境，并使自己融合其中，它总存在一种把自己转交为其它命题的倾向。

在认识上任储将整体性的“同一”掩盖搴物的“多样性”的企图均是不可能的。

在饪何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簧逮与个别等都劳ji绝对静态对立、鼓溺的，

而是高度中介的。任何现象都是处于一定的动力场域之中的由不同元素构成的开

放、离散的体系。认识也废是开放的、非线性的、非封闭的。基于此，利奥塔提出，

认识鲍目的就是探求“饽谬推理”，它应以“攫则的异质标准”和“对歧见的掇求

为视点”。悖谬逻辑(维理)主要包括“有关开放体系的研究的，局部决定论和反

方法论”固等，就是要求人们在开放系统研究中，不以任何元语宙或元规则为终极

标准，关注认识对象的开放性与异质多元性，尊重不同类型语言游戏都只服从予各

自局部亿栽鬟H的现实，允{车德髓根蠡需要改交撬虽|j，反对仅仅根攘输入与输密於琢

剐来优化系统或改变这些规则，达到所谓总体“共识”；应允许个别性和差异性存

在，重视语言本身的“延异”性，鼓励创生新观念，不因循任何科学的方法。这也

就是强调认识主体应在排除一切主观予扰的情况下，从对象所处的蠡在自为的情境

中动态遗、平等地、创造性地认识对象。

①陈嘉明等着．现代性与后现代{生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6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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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现代烹义暂学黪维范式的纂本特点

尽管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在具体问题上旨趣各异，但都不约而瞰地强调从麓异

性、甄动性和刨生性的视角考察对象。后现代主义在哲学恩维方式上，更加关注事

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生生不患豹运动过程。拒斥封闭性、收敛往和纯粹还原径

的线性逻辑推理方法，反对存有确定的、现成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框架的信念及追求

事物背后永恒不变的绝对内容的企图，即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强调存在即过

程，过程即御生，创生即互动，互动的主体是彼此差异的个体。主张通过差异个体

问的相互作用，在情境中动态她把握事物垂q生成性过程，遥照诼诸事物武部差募性

和互动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其具体表现为：

接受复杂髋。现代主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和拥护简单性。试图用科学主义

的愚维方式逶过演绎推理豹方法，将事物j毽类到与它豹“质”棱关的序列中去。后

现代主义认为，人及其所生存的自然都是复杂的，高度异质的，然而又是有序的，

是复杂的有序。人们应当接受这一复杂的现实，而不是用简单化的“是／非”区分

标准，使墩乔黻服于主观的绝对框架之下。丽是要利用这一复杂性寻求改变和发展

的多种可能性。

根基予区域性或情境性。后现代认为任何存在都存在于它与其它存在的关系

中，这些关系即构成了存在的情景。因此，任何对象都是它所处情境之中的对象，

雨这种情境又与其它情境相联系。脱离予{{搴境豹对象是不存在瓣，因此，从孤立豹

对象中构造出来的普遍，并非适合于所有情境中的对象。对象在其情景的力量场域

中并与情境一道迁延、流交，情境也是复杂的。只有在情境中，通过与对象一道“体

验”我们才能得至l关于对象豹认识。情境本身也能为我们带来认识对象鑫勺可能性。

与辩诞性游戏。由于对象发展的不可预知，以及情境豹开放性，人们的认识和

思考通常处于混沌和复杂的状态，因此，观察和思考都要解放自己的想象力，多方

面迪进行。将自己和对象从对立的辩证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双方统合于平等的游戏

状态之中，全方位璞解和潮释对象及其状态。

尊重不可言喻性。事物和其情景都不是我们的认识能力可以完全了解的，它们

作为自然、社会、文化、历史乃至个人情境中的存在，其内在的关系都具有美学性、

裨秘经和不可言嗡穗。我们不应当用只从菜一个方式朝我们的方式来看待事实。我

们应该认可和尊重生活和经验中的这些品质。每一种情景都具有一种精神，这种精

神都不可能用科学性或故事性来表达，它渗透予情境之中并给予情境以生命力。

后现代哲学主张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1)崇尚非理性，反对绝对地看待理性

①薛伟江．艏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一扶自组织动力学的辊点看CJ]．社会科学辑刊。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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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作用。后现代主义认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物”，

人们总是在寻求生活的意义，并总是力图通过与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终极本质(精

神价值)保持一致来寻找这种意义。社会应该重建以人道和友爱为基础的精神崇拜

来确保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人的内部和谐与外部和谐

都依赖于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发展。理性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部，理性不

是万能的，它只在自己的领域内发生作用。人应当关注自己作为一个有个性、有血

有肉有情感的实在的人的全部价值的实现。 (2)崇尚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在后现

代主义看来，差异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就差异本身而言，它的存在就意味着

对现代主义同一性的反叛，应尊重差异和变化。我们对差异的关注和理解会使我们

从同一型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每一件已知的事物都是由语言来中介着的，所谓

事实、真理只是语言上的。由于文本问性和语义本身的不确定性，因此任何关于事

物的认识都不是终极性的，是可变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解释

存在的更多的可能性，以及通过沟通形成共识的基础。 (3)倡导多元化，尊重他

者。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的理性至上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带来的话语霸权，

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掠夺以及对非理性、现实多样性等的压制与摧残。多元作为自在

世界的特征，应当从极权主义的“总体恐怖中”解放出来。尊重自然生态的多样性，

以及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是取得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人不是一元自足的存在，

应当关注到对象作为存在价值的意义。“不存在无他人的自我，没有无你的我在。

我总是生活在一个群体、传统、生活方式之中的，这些都是先于我而存在的；没有

这一切，我的生活将无从谈起。”o他者不是我们生活中被降服的对象。我们总是

通过他者认识到自我的，他者作为与我一道的“存在”，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4)

重视对话与交往，推崇理解和创造。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存在就意味着交往。存在

者存在于存在的关系之中，并与关系中的其它存在相关联，交往是存在的基本形式。

对话是我们在交往中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但对话应是开放性和启发性的，

它以引起反思、推动理解为目的。对话广泛发生于人与文本、人与人、人与自我之

间，我们应当为之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而不是限定条件。在信任、宽容和理解的

基础上展开的对话有助于我们在不断增长的差异和多元面前， “在了解差异的同

时，还要了解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从而寻找策略消除差异，达成共识。”回从而

避免因片面接受差异和多元现实，使大家限入各自的差异之中，产生人与人的更深

的隔阂。因此，对话即是差异的基础上的求同，并经由对话引起的各种思维的交流、

①[加]丈卫·杰弗里·史密斯着．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阳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04．

②钟启泉等主编．多维视角下的教育理论与思潮[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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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集、磁攘、诲谯，遥遘不断的璇疑、反愚、释疑擞理解推向深入，实现更篱层次

熬共谈。饿遥发生予簿话过程之孛，氇霆将瓣话譬l藏深入静动力之一。

在对骥代主义质疑、爱惑釉撤判弱过程审，螽现代燕义哲学新形成酌独特静泛

入文主义认知范式，其矛头措翔传统哲学中的教条_藏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悬

彻底反抟绕、反权威的。它出逻锫撕中心主义转内黪申一羚的多元主义，癞深发控制

模式转向甲黼开放模式，由以人为中心转向及传统人零燕义。这种思维蕊式及其诸

多具舔圭强墩寨巾逮表遮了人义激赛与囊然遘赛戆壤本苓霜，它对于键滋我我据震

鬟鹭、受麓鼹念，转交鞋往爨毒{：、封麓熬愚维方式，受熬灵溪务实遗瑷瓣罄藩我霾

离校教务管瑷中存在鲍现实阋蹶，建构适宜的巅校敬务管壤理念都鼹十分有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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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高校教务管理的价值追求与现实困境

亦如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物，

因为人们总是在寻求生活的意义，并总是力图通过与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终极本质

保持一致来寻找这种意义。

(一)理念：生活的意义与话语霸权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对世界终极本质的理解和生活意义的寻求是通过理念构造

来实现的，现代人对理念的渴求也正是这种宗教性的具体体现。

与传统意识哲学不同，现代人的理念作为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

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是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的“实然”

状况，进行“应然”之思的产物，不是先在的，而是创生性的，经验性的。它建立

在人们长期生活经验基础之上，是人们对隐含于某一事物或现象之中的价值意义进

行的主观构建与演绎，所形成的新的价值意义诠释或陈述。其本身所包含的目标或

境界追求是思辨性的、理解性的和有特定指向的有限的意义(价值)认识经验。

生活的意义是丰富的。人们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经验事物、观察现象，同一事

物或现象也总是由我们在不同的侧面被经历和思考，从客观性上看，它是可以被多

维度、多层次赋值的。因此，某一理念所承载并能够赋予人们生活的意义，相对于

人们生活丰富性、差异性以及变化的客观性而言，其意义和指向不是绝对和普遍的，

是延续可变和多元的，而且仅仅是人们生活总体意义的一个方面。同时，它作为一

种有特定指向的有限的认识经验，只对人们类似的生活起范导作用，这种作用以一

种相对恒定的态度，以及维持、强化认识与实践的精神动力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并

不给人们在该种状况下如何行为提供规则，它并不限制人们对这类价值意义的继续

探索，或者将意义寻求的过程及其方式固定化、模式化。

然而不幸的是，现代主义赋予人们寻求简单与效率的理性思维模式。将理念的

创生性抹煞了。在思维的路径依赖作用下，在个人的层面上，人们总是倾向于或者

将这种“终极本质”寻求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理解，绝对化成一种固定不变的元描

述；或者将这一寻求过程及其方式一某种理性的认识架构固定化，以此使自己的生

活简单化、寻求生活意义的行为效率化。在群体层面上，人们总是试图寻求一种建

①韩延明．理念、教育理念及大学理念探析[J]．教育研究．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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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的双效作用：与多元并行的齐一化进程

对高校而言市场的作用是双效的。一方面，市场对知识、技术、人才规格等不

断提出的多元目标要求，推动了高校教学在专业设置、学科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等

多方面改革与发展。原来封闭单一的教学模式在各种形式与层次的联合办学、合作

办学、国际教育交流等的磨蚀下，结束了自己的一元化历程，而与各种新近形成的

灵活的教学、培训形式一样，成为多元化教学形式的一元。高校的教务管理也从细

致、具体，变得趋于实然和宏观。在高校教学自主适应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各

种教育教学思想的引入，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教学改革主张与改革实验使高校教学文

化的多样性、教学生态的多样性逐渐展现出来。高校在通过教学和科研服务于市场

的同时，也为高校的教学与学术发展赢得了必需的资源基础。

另一方面，市场在刺激高校教学走向多元化发展道路的同时，也愈来愈强烈地

把教学包括整个高校纳入到了严密的市场逻辑之中。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与产业化

理论的流行，市场(社会)“需求决定论”回使高校日益成为繁复变幻的市场体系中

的一个经济机构。高校教学成为市场结构中各种经济组织未来员工职业培训计划的

一部分。在所有的专业与学科、课程体系中，只有适应市场需要并具有经济价值的

部分才能得到茁壮成长。知识和学术不因为它有价值而受到追捧，而是因为它具有

现实和可能的经济价值而得到人们的喜爱。在“惟有本质上具被商业价值的事实是

有价值的事实”的意识引导下，高校教学不得不在市场(社会)与学生之间反复证

明何种知识对他们将来是有“价值”的。高校教学的自由反恩与学术创造止步于它

会被市场如何认识的疑问之中。

高校教学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人格影响能力，被市场所设计的人力资源开发流

程忽略掉了。不仅高校教学作为师生共同生活实践的整体性被单向度化为知识信息

与技能的授受过程，而且高校教学目的也被齐一化为“为学生的职业生活作准备”。

教学政簸的制定者只关心作为一种劳务商品的教学如何被市场所接受，而忽视教

师、学生的生活经验及教学丰富的价值意义。

在高校教学及其管理领域内正在兴起的市场话语霸权将其它话语力量弱化了。

高校赖以生存的人文精神被笼罩在浓厚的商业化气息之中。基础学科的教学、研究

与发展处于困顿之中。在高校的教学及学术等均可以被作为商品被市场规则所定价

的情况下，教学自由与学术自由其实都不再以它们所推崇的知识本身为价值，它们

的价值标准是外在的市场规则。教学的改革与学术创造也愈来愈取决于市场的喜

好，或者作为经济实体的高校增强“竞争能力”的需要。在由市场带来的“多元繁

①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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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景象面前，看似自由的教学和学术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循规蹈矩。因为这些

作为人们生活本身的东西被异化为工作任务，它对人们的价值也仪是可计量的经济

收益，而不是那种神圣的满足感。

诚然，对于已经开始并给高校带来生机的市场与市场化进程，高校应当对之保

持开放的欢迎态度。因为，它已经不再可能回到以前的那种封闭状态。对高校的教

学及其管理而言，面对市场正在不断带来的多元机遇与挑战，则应当保持一种审慎

与清醒。在市场需要与高校教学的整体性之间维持一种适度的张力。使教学真正成

为高校教师与学生共同的生活实践形式，维持这种入与人之间寻求真理、麸享真理

与创生真理的交流关系。维持课程与际遇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现实生活、未来

梦想、过去经验以及市场需要之间的开放关联，使之成为服务于人本身的成长经验，

而不是使之成为一种超指向性的封闭结构。在市场带来的多元化机遇面前，需要保

证高校教学与学术活动的“学术气质”而不是单纯地推动“课程职业化””，将高

校教学齐一化为市场的仆人，高校教务管理者则变成市场化的公共雇员。

(2)政府的力量：寻求协调模式的齐一化进程

作为公众利益看护者的政府，始终是影响我国高校管理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改

革后政府对高校的管理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微观变得宏观。然而也正是这种宏观的

管理导致高校教学及其管理的模式化、齐一化。伴随我国高等教育面向市场规模化

发展的是高校教学质量下滑。面对高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序竞争状态”，政府

和公众对高校教学质量问题的忧虑是有根据的。“新世纪的挑战”、“增强综合国

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等等问题，无

疑使高等校教学质量问题更加变得更加严峻。在政府和公众，乃至相当一部分专家

学者看来，高校必须在提高教学质量扩大规模、与提高效益之间寻求一种经济、政

治与文化价值“共赢”的协调模式。于是各种形式的评比与评估作为政府依法加强

宏观管理的有力手段，为推动这种协调模式的普遍建立而发挥作用。

应当说，评比和评估作为一种帮助政府和公众了解高校办学水平与运行状况、

改革状况和教学质量情况的重要行政手段是必要的。对于帮助高校及其地方管理者

认识教学与管理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修正高校在办学发展过程中路径偏移，寻

求与高校自身发展实际相适切的教育、教学发展道路，也是有意义的。但对其内容、

实施方式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高校而言，它应是“引导”而非“管制”的。

在政府与高校之间，评比与评估作为一个相互启发与反思，而非逼索与同一化的认

识形式，是咨询性、范导性的。它应当以对被评估对象状况的真实反映为其公信力

①[美]菲力普·G．阿特巴赫着．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3．

25



⑧ 颇士学位论丈

MASTER’S THESIS

的主要依据，它的标准作为游戏规则，应当是差异化的，面向对致实际，是开放性

的。尤其在与学术相关的规则制定方面，作为学术机构的高校不应成为既定标猴体

系的片面接受者。因为，一方面，高校作为处于特殊情景中发展的个体，其教学发

展豹现实与发展方式豹选择，文化绩馋与价篷认同形式等，既受地方性豹政治、经

济、文化等条件的影响，又受高校自身类型与层次定位等的影响，在校际之间是深

刻不同、难以被统一的。在变动发展的可能性上，它作为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开放个

体已然有很多霹能的途径供弛们选择。舅一方瑟，蘸接{挈为一个有独特文化信俅豹

组织，应当允许他们作为学术组织存在自a特殊的游戏规刚。所以，评估与评比应

当在保护并尊熏高校教学与发展的多样性和文化与学术个性的綦础上发挥自己的

作用。应重视思想观念的沟通而不是某种既定思维逻辑范式的推广与发布。

我国高授评毙与评倍，尽管已经注意爨了过分剿控的指标体系霹能带来酌消极

影响，但是猩“分类指导”、“人性化”的操作原则背后，被认为科学、规范的指标

体系实际上也是有缺陷的。一方面，通过具体、刚性和普适性来保证其公正性的标

准，对差舅悬殊的高校教学及其发展现实豹概括能力是缀低的。“因为要瑶对联有

的大学，就冀能设立统一钓原则，统一的标准，就低不就高”。其带来的“一刀切”

的实际效果就是“用管三流大学的办法来管理一流大学，所有的火学都向三流大学

靠拢”。。高校教学发展的层次多样性被制度化地消融了。高校教学发展中出现分

类藉分型在缀大程度上受学术发展携影响是鑫然熬绪栗，它是暂嚣寸经的。如果撅它

作为一种格式固定并加以强化，实际上就是在高校之间制造一种人为的等级结构和

宣扬“命定论”，高校只挠做它被认为是合适的工作、培养固定规格的人才，如果

超出就被认为是“逾矩”，它不仅无勃于提高教学旗爨，也有害予学本的发震。另

一方面，评比和评估作为严肃的政府行为，为政府所主导，其必然具有的行政权威

性被与之相关联的政府控制性资源利盏所强化，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性不复存在，

高校成为游戏规则片面接受者。在这种关联下，评已然不是鉴别成效、促进反恩和

推动发震一其有价篷理赣意义的手毅，窕成为产生巍坟的工具瑗性行为的溢寐。骞

由反恩的缺乏，使高校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标准和要求改造自己的发展样式，以争取

得到“合目的”之外的现实利益。校际之间为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有效竞争变成

了向政府争资源、争名额、拉关系等不健康竞争。将自身的文化个性瀵蚀捧了的高

校，因为缺泛正常的学术竞争而变成学术孤岛，学术豹片面纯发展也使高校教学质

量的提高失去了根基。

实际上，现行的“宏观调控”中政府的行政干预权力仍然过大，“大学过于由

①张维迎．大学的逻辑[蛔．北京：北京大学出敝社．200哇：5l-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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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大学办学的自主权4#常小，从校长任命、机构设

麓到教员编制，从课程设鬣、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

全部由政府规定”。，并坡频繁的评估、评比反复强化。它不仅使高校更加紧密地

依赖于行政，氇使高校失去了佟为法入依法自主办学独立惶和学术发展的壹主健。

高校在学科设霞、学位设嚣、业绩考核、教师聘用、资源分配等方面逐步趋于同一，

教学及其管理体制日益刻板和僵化，并被单向度化为某种“合理”样式的接受和克

隧。由9蔼识本身发展带来豹学疆、课程的扩展骏及由莉差凳的毒土会器要导致的课程

设置结构豹变化，都难以迅速在高校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来。高校教学作为反浚知识

流动性以及流动知识所包含多元价值意义的探索过耩，变成被赋予了某种永恒憔、

确定性和规范价值的翅遮璧毽过程。在教与学的自幽中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变

成了对有限选择豹“接受”。高校教学从“培养入”豹生活形式燮残“辇遥入”蛉

工艺流程，教务管理变成为工艺指令的发布者和成晶质量的检验掘占。教学不再需要

与学校本身作为知识创造机构的学术性保持天然的联系。

2．齐一纯的内部特镪：目标、稍度与方法

(1)目标齐一化：教学、学术与发展的价值意义冲突

强大的政府干预与市场逻辑，使政府与市场提供的外部目标在高校目标建构过

程中兵有了决定性豹意义，其结果却可能使新目标的价值含义距离高校及内部滔动

的本在意义愈来愈远。推动高校强标囱夕}部目标的齐一化进程，不仅被认为是增强

现代高校的社会责任意识，“开门办学”、“服务社会(市场)”的要求，而且也符合

高校市场化发展的趋势。被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火车头”四的现代高校，

便在“半主翡”的齐一他过程中丧失了自云独立存在豹多元价值意义。

寻求简单和效率的齐一是以忽略和压制“差异”为特征的。在厢现代主义看来，

目标齐～化将某一一元目标的价值霸权，建立在牺牲众多关联目标及其差异价值的

基础之上，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虚拟。冠一是相对的，差异是绝对的。不仅以文化

组织形态存在熬高校作为发展的个体，其价值需要燕现实的多元的；丽且在阚为以

“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幼社会进步”o为目的的高校系

统内，校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着的。它们在面向社会自主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多元

价篷夯为社会所需要。管理者戳寻求巢单一价值为弱瓣，片瑟强谲裹技在某一方西

的价值意义辨因此导引高校的发展实际上是对高校存在意义的片酾化纯粹和掠夺。

①张维迎大学的逻辑[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挂．2004：51—52．
②[美】菲力普·G．阿梅已赫着．比较赢等教育：j垂识、大学与发晨瓣j．1￡京：天是教育积舨杜，2000：5．

@张壤建．大学韵逻辑[孵．jE京：北京大学出艋社。20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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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待技术的非理性态度，已经使技术异化成为改变人的生活和规定人精神的工

具。技术因其“科学性”被普遍化为“真理”本身。一方面，在高校教务活动中，

反映人们愿望与价值的目标，变成了被一定的理论技术所测定并分解的任务。不仅

目标本身所蕴含丰富的价值意义关联及其整体性与流变的活力，在被有限技术工具

测定和分解过程中丧失和片面化了，而且作为任务出现的目标使人失去了对它的控

制权，目标不因为人存在，而成为人的价值规定物：另一方面，在教务活动中，作

为行为规范的制度变成建立在某种理论假定基础上，通过技术方法规模化生产的半

科学性强制产品，而非人们通过自由博弈形成的公共行为规则，人不仅部分失去了

支配自己行为的意志自由，也失去了缔约过程中交往与交流情绪、情感的乐趣。制

度成了人们行为的规定物。在目标与行为规范的生成方式为技术所主导的管理情景

中，一切不被包含在技术框架之内的非理性的东西都被理性的技术之网过滤掉，师

生与其真实价值愿望之间的意义关联被技术虚拟，并连同行为规则一道被改造成了

某种合理性的纯粹样式。师生(人)及教学活动(人的行为)成为技术座架所陈列

的物，并与其天然的属性相分离。在整体上，人与行为都被序列化了，然而这仅仅

是人与其行为及其价值意义被片面化分割的开始。

在将高校教教育、教学改造成合目的、合规则的行动序列之后，高校教务管理

已然不被认为是一种由组织成员共同经历的有意义生活，而成为由管理者运用一定

理论原理和技术手段对这些行动序列进行系统化设计或组合，并使之成为巨型自执

行程序的编制活动。高校教务管理的手段与方法问题，完全成为了一系列程序设计

与调试，及其运行控制的技术问题。此时，人及入的需要、情感、价值等理性与非

理性的东西才真正经历被全面分解，作为流过这些程序的技术化符号。并为程序所

吞吐的命运。

人们对技术的片面依赖和对“人本管理”片面的认识，把人完全暴露在管理的

技术汪洋之中。在高校教务管理活动中，不仅师生的目标被经过理性化设计的量表

分析测定，而且，人们的态度、意愿、情绪与情感等也被现代测量技术“精确”估

算。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失去了在人性中含义的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可变性，

被有限的技术手段片面化和具体化为合乎量表格式的是／非的判断或者数字符号。

在技术座架上，师生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可能完整表达自己人性的多种含义。人性被

技术剥去了其丰富性、神秘性，而处于被肢解和片面的逼索性认识之中。由于测量

的结果并非完全服务于认识人和发展人的目的，而在于给人“定性”或分类，使人

更好地被控制和管理，产生合期望的行为。被肢解并成为管理对人的控制依据的情

感，不仅背叛了它自身，也异化了人。在教学活动中，面对频频出现的教学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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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具体的执行方式也简单化为关于教学行为的行政命令或操作指令的发布和

执行。当然，管理行为的“命令化”，在我国高校教务管理活动中有其深刻的传统

背景，但是，技术迷信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无疑使人们希望借助技术手段的“现代

性”改造传统的努力付诸东流，传统的“陋习”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又找到了适宜

的生存空间得以持续生长并发挥作用。在和煦的技术关怀下，一切严格按照技术手

册行事，作为技术手段使用者的管理者事实上沦为高校教务程序系统的维护员。他

在用技术纯化真实的过程中，也将自己与技术融为一体，并成为技术的附庸。

技术手段给予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只提供我们有关“何时”、“何地”、“何事”

的“硬性信息”，却无法代替我们去思考，只能告诉我们结果，无法带给我们对过

程的思索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律化、标准化、程序化特点，使人的思维简单化、

线形化、直观化，人的行为缺乏灵活性与变通性。此外，对信息技术的过分依赖，

一方面管理人员不会独立地、主动地去思考分析问题，另一方面导致实践能力下

降。””技术从而将教务管理者自身的发展也限制了。

现代技术主义的锋芒，已广泛地刺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处在转型与改革中

的我国高校教务管理，并非不需要现代技术提供的有益辅助。这种有益性不应仅仅

体现在对管理功利的片面追求上，而应当关注人在这种技术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状

态，其本然的人文性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面对不可抗拒的技术化现实，何以能保

持人性内在的和谐与尊严，人生活的真实性与生活意义的流变性?不仅仅是管理

者，包括生活在这个管理情景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就审慎地使用技术，维持和谐

真实的人际交往关系，明确自己的观点，并致力于通过建立与人与技术之间的仓Ⅱ造

性批判关系，努力将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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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选择自由。保障高校及其内部机构在其权利范围内不受外来约束或控制地发挥

作用，使之能自行就教学与学术的相关事务作出内部决策；维护高校的思想独立性

和学术创造的自由。促进高校教学与学术的多样性发展，对于我国不平衡的教育发

展现实与社会发展现实而言，不仅是必须的，也是有价值的。

在高校内部，自主管理和自由发展，既意味着人们对高校教务管理本真意义的

理解，从管理者的一元话语向多元话语的复归：也意味着人们需要从“管理关怀”

和“教育关怀”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管理行为，放弃将师生及其教学生活强行纳

入某种预定模式的努力，使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彼此都生活在和谐、真实的人际关

联与人性关怀之中，而不是支配与控制的权力关系里。

高校教育与教学的目的并非是服务于某个特殊的“公众”，教给人某种固定的

生活方式，而在于发展人，培养人和谐地生活于他所寄寓的真实世界的创造性能力。

人生活与发展的情境性对人的能力要求的多样性要求，通过人的不同的教育价值需

要体现出来。高校教务管理以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为目的，其“管理关怀”应体现

为尊重师生对高校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的这种个性化价值需求，形成关于这些个性

化价值需求之间的差异的体认。使管理有益于人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所必然关涉的教

育、教学的发展，有益于这些发展所必需的人们的创造性活动。

这种理解，首先，它需要人们从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出发，尊重师生的教学自由

与学习自由，恢复教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意义发现过程的本来面目。在高校教务管

理过程中，给予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的内容、形式与方法等的自主选择与自

由创造的条件，使师生服从于知识本身的引导而不是外在规制的约束。一方面，无

论非线性发展的知识本身，还是作为知识传授的教学方式，它们均非具有某种固定

形式的永恒结构，需要在自由的教学活动中得到创造和发展。另～方面，在教学过

程中，知识的流动是非线性的，学生并非被动的知识意义的接受者，而是知识意义

的创造性的发现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围绕知识意义的理解既相互引导又相互竞

争，为彼此知识意义的获得、创造能力的发展，贡献各自的才干，也需要在自由和

谐的氛围中实现。相对于我国知识教育的“识记”传统而言，培养和发展教学自由

和学习自由的习惯显得比防范自由泛滥更有价值。

其次，它又需要人们承认并维护高校教育教学本身的创造性源泉，尊重教师作

为知识的创造者的学术自由。高校因为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传承而存在。一方面，

“无论是传授知识还是创造知识，教授的作用都是主导性的。”。“当代大学的核

心是教师职业。教授们既从事教学活动又搞科研。他们在大学的管理中也发挥重要

①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敝杜。2004：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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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任凭浸润着汗水韵文字一遍遍漫过我的眼帘，倾听曾经让我心潮澎湃的一切渐

澎远我谣去垂q声音，此亥4我真瓣不知道该说些于}么好。请原谅在本文中我无法让自

己和读者去体会那种大功告成的畅快与轻松。因为相对于高校教务管理理念的探索

雨畜，现在我所傲的一切可髓仅仅是一个开始，也就在这个开始的地方我却戛然而

止了。文中我之所以没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结论，既是缘予我知道凭我智力和经

验尚不可能给出这样的结论，也是缘于我相信关于这个论题应该还有更多不同的声

音。我需要徽的正是班～颗蠼诫静心去期待并聆斫这些声音，雨不是急予为这个永

恒的话题下一个幼稚的缩论。

如果本文能够使更多研究者将他们睿智的目光投向高校教务管理本身，并以一

种务实求宾的态度探寻离技教务管理戆价值伦理，瓤不是仅仅关注富说蠹及荚话港

方式。我想这已经就是它的宿命了。而我则十分乐意接受关于本文的任何批评。

求学华师的三年，虽然辛苦，但也缀荣幸。在这里，与良师益友为伴，我不仅

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也更加懂得了为学、为人的道理。首先，我要感谢恩师

陈祷教授，是镌把我领入高等教育鳋识的毅堂，在学业上对我严格要求，在生活上

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尤其在我的论文写作上，陈老师鼓励我大胆创新，指导我

走出思维的匿境，激励我坚持不懈，我才得以完成这篇难度极大又不太成熟的论文。

其次，我要感谢董泽芳教授、欧阳光华老烁、冉小群老耀，董老师豹严谨、欧躯老

师的开明和冉老师的慈爱让我在三年求学期间深深领受了为师者的人格魅力和华

师精神的内涵。我还要感谢管理学院领导、老j|}li和问门学友三年来在我的学她和生
活上所给予的关心、理勰和天私的帮助。最瑶，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家人。年誊已毫

的母亲、岳母为我的求学而不辞劳苦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爱人学友艾小平女士，

在我们共同求学生涯中酶全心付出和支持协助，尤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鼓

励和帮助；我的胞弟苏德超博士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所有直接或间接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人们。我将更

加努力学习和王蚱，以回报大家的关心和厚爱。

肖海

2006年5月谨记予武器桂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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