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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职教育发展中教师对教育的看法

仇 华 兴

(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看待教育，管理者有管理者的看法，教师有教师的看法。教师最了解教育的现状，也是学校建设
的主人，他们的看法更直接、更现实、更可靠。在教师的看法中，教育不能太“实用化”; 不能过于“行政化”; 不
能急于“扩大化”; 不能盲目“产业化”。实现教育规划应了解教师的看法，重视教师的发言权，倾听教师的心
声，关注教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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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教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站在不同的

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结论，在众多看教育的眼光中，

一个教师的眼光是最基础，也是最真实和最可靠的。
经历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历程，目前，我国高等

教育现状被人诟病较多，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原因虽

然可做多重分析，但忽视教师眼中的教育，使得教育

脱离实际，不能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1］在教育

理论研究中，人们更多更喜欢从教育的角度谈教师

角色，谈对教师的要求和培养，很少有人专题研究教

师看待教育的问题，这种现状需要改观，因为同在一

个教育系统中，教育管理者对教育的看法和教师对

教育的看法是不同的，不了解教师的看法相当于不

了解我们所要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环境，改革和发展

就容易脱离实际，变成为管理者自己的事。“从历史

上来看，任何有计划的教育变革总是要依靠教师的

思想和行为［2］。因此，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教育发展

中，在教育管理者做顶层设计前，应重视教师的看

法。
一、重视教师眼光看待教育的必要性

教师的看法对如何办学，如何办好学是特别重

要的。
首先，教师最了解教育的现状。教师作为教育

管理的最低层，始终战斗在教学第一线，他们最了解

教学对象，最了解教学内容，最了解教学秩序。他们

能从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精神面貌中知道教育对他们

产生的影响，教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从而评判教

育管理的实施效果; 他们能从教学内容的传授中，知

道人才培养的要求和高度，从而评判教育目标的价

值; 他们能从教学秩序中知道一个学校的学风，知道

教学管理质量的高度，知道社会对教育发展的评价。
此外，教师在教学管理中作为被管理者，他们更能感

受到教育管理的态度，从而体会到教育发展所体现

的精神，总之，亲临教学一线，教师能更直接地相遇

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经验，他们了解的这些情况往

往更真实可靠。
其次，教师有其职业的特殊性。教师作为职业

具有其它行业的共性，即只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便

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但事实上，教师职业具有与

其它职业不同的特殊性，即他们还要承担培育人的

社会责任，教师职业是一个更具社会性，社会责任特

别重大的职业。通过教师职业，培养出社会所需要

的人才，这些人才将来要承担社会发展的重任。虽

然未来社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准确预见，但未来社

会由谁来建设是可以在现时间看到并准备的，这些

未来社会的主人都是由教师培养的，教师的职责可

谓是至关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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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师是学校建设的主人。无论管理者怎

样看待教师，在一个学校的建设中，教师始终是主力

军，没有教师的参与，一个学校便无法建设好。在教

育发展中，我们要谈如何建设好我国的高等院校，如

何建设我国的一流学校，这些问题最终都会涉及到

一个学校的师资队伍问题，没有好的师资队伍，再好

的办学理念也无法实现，再好的办学硬件也无法有

效发挥其作用，好的教师队伍是一个学校的真正财

富，因此，教师对教育的看法将制约其教育行为，从

而制约办学水平。
二、教师对教育的几种看法

教师职业面对学生，传道授业。他们在把学生

培养成社会人才的过程中，对教育有自己的职业理

解。
( 一) 教育是高雅的育人活动，不能过分“实用

化”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培养的是社会需要的

高素养的人才，除了他们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

还有更重要的社会责任、道德良知和人文精神等多

方面的内容，经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应该是知书达理，

整个身心都能得到升华，他们的形象将是社会发展

的形象。但随着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越

来越深，人们认识教育活动时，很容易偏离教育应有

的目标，将对人才的全面教育，集中在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上，将高等教育的理念倾斜向服从于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主题，多少有“实用化”的嫌疑。实际

上，教育不能太过实用化，太过实用化，容易在实际

教育活动中犯急功近利只顾眼前的错误，不利于人

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作为教师总希望把自己的

学生作为一种作品去雕琢，而不是作为一种实用工

具去锻打。
( 二) 教育是考验教师良心和自律品质的活动，

不能完全“行政化”
行政化在事物的管理中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必然

选择，但对于教育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性的育人活动，

以简单的行政化管理方式来管理教学，往往很难收

到好的效果，更容易产生教育活动的畸形激励，把教

师的追求引向行政方向，浪费社会资源，扼杀教育活

力，收获事与愿违的教育管理效果。教育活动的效

率在于教师个体所具有的教书育人品质，在于教师

积极向上、认真求学的示范力量，这些教育精神的因

素，光靠行政化的管理是无法再现的，大多只能在宽

容的人文关怀氛围中产生。因此，学校管理要重视

学者的意见，重视学术的氛围，重视学习的环境建

设。
( 三) 教育活动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转变过程，具

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易急于“扩大化”
尽快通过高等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让更多的

人接受优良的高等教育，这是所有人的善良愿望，但

是，教育有自身的规律，它是一个复杂的转变人心的

活动，教育目标的实现与教育投入的多少关系紧密，

当我们无法提供正常投入，保证不了必备的教学条

件时，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即教学质量将得不到

保证。不达标的教学质量，同其它产品的质量不同，

它将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降低社会的水平，因此，

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我们不宜对高等教育“扩大

化”发展。近几年来，教育界人士都有同感，我们的

教育质量有所下滑，其原因与前几年高等教育扩大

规模办学的做法不无关系，因为扩大规模，教师队伍

跟不上，教学设备不能满足教学之需要，学生管理很

难具体到位，教学质量必然很难保障。
( 四) 教育活动具有产业特点，但教育不能完全

“产业化”
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曾经提出过教育“产业化”

的设想。即用办企业的方式来办学校，把学校推向

市场，让学校用市场法则来招生来管理。这样的设

想可以把学校从国家行政管理的体系中分离出来，

让学校站在社会第一线，使教育与社会生活直接联

系，有它的优越性，但这样做与教育对社会的功能是

相违背的。教育事业在社会发展中，始终担负的培

育社会人才，影响社会素质的重任，它与经济组织不

同，它所服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它除了以具体的学

生与社会需要进行互换从而完成教育任务外，更重

要的是它还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责任等软实力

因素上，完成社会进步所赋予的任务，捍卫民族文明

主权的责任。这是很难用“竞争性”标准来归类和

要求的。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性质，这是毫

无疑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不能完全产业化。
国家不能完全让高校进入市场，国家要办好高等教

育这个公共事业。
( 五) 教育特色是长期积淀、传承、坚持的结果，

教育需要改革但不宜急于“深化”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

优质教育是靠一个学校在自己成长的历史中不断积

累、逐渐沉淀下来的，其中必然会对不符合教育规律，

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前提

必须受制于教育规律，办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不能

被功利、被金钱、被荣誉牵着走，不能主观主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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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已经转化成传

统文化和民族特色，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不能弃之不

顾，甚至于作为改革对象。在教育改革中，有些方面

借改革之名，做“改革经济”文章，最终会伤害教育的

良性发展，也会荒废中国产生一流大学的土壤。
三、教育管理者应多渠道了解普通教师对教育

的看法

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之一，不论教育管理部门

了解不了解，接受不接受，他们的看法总会由社会存

在决定着，而且这些看法会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

作用，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教师的看法，固然教师

由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局限性，不可能对教育问题作

出全面的、有高度的审视，容易在自己的看法中产生

偏差，但是，在教育的最现实层面里，他们的看法往

往很真实可靠，教师对教育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讲，

一定具有积极性的参考意义，因此，教育管理者应多

渠道地了解教师对教育的看法。
目前，教育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行政主

导型教育管理，即各教育单位按照行政部门的组织

设置形式和管理方式进行管理，表现为教育单位对

应于相应的行政岗位设置，相应岗位的管理者对应

于相应的行政级别，以行政上下级关系来管理教育，

单位的大政方针行政领导说了算。另一类则是学术

主导型教育管理，即教育单位以学术水平为核心，成

立由专家学者为主的教育管理委员会管理教育事

务，制定教育的大政方针，决定单位的主要事项，这

种去行政化的教育管理模式，能够更多地体现教师

在教育管理中的意志，被认为是教育管理民主化的

形式。相较于两类管理模式，较多的研究意见认为

学术主导型管理模式，会是一种比行政管理模式能

更彻底地保证较多地教师参与管理，更好地反映教

师对教育看法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正成为呼声最

强的未来教育管理模式。当前，大多数学校都有听

取教师意见的制度，比如，教学检查时开教师座谈

会，教学督导工作中有对教师教学情况的检查了解，

不同节日时有对教师的慰问和座谈，平时也有意见

箱，校长信箱等措施，这些听取老师意见的途径，可

以说已比较丰富。这是不是意味着，了解教师对教

育看法的工作做好了，问题解决了?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是否真心听取教师的意见和看法，不仅是听，还

要是听进去了，要对教师的看法进行消化，吸收其有

益的内容，转变成教育管理的行为。
总之，教育要发展，教师要有发言权，学校要发

展，教师要有发言权。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管理

部门要始终清楚“违背或没有教师参与的教育改革

从来没有成功过”［3］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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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Views on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QIU Hua-xing
(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As for education，administrators have their own perceptions，so do teachers． Teachers know the situations
of education best and what’s more，are the owner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Therefore，their opinions tend to be more
direct，more practical，and more reliable． In teachers’opinions，education can neither be too“practical“，nor too
“administrative”． It can not be“expanded”in a rush and be“industrialized”blindly．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education planning，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eachers’opinions，pay attention to their rights to speak，listen to
their voice and respect their suggestions．
Key words: education; teachers; educ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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