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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既是一位多年从事教务管理的实践者，又是一位结合教务管理实践进行理论探索的研究
者。
在承担和完成渐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等五项与本书相关课题研究，结合自身教务实践，广泛参考国
内外有关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这本专著。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包括高师院校在内的所有高等学校，都需要适应社会改革开放的需要，
都要面临科学技术逐步综合化对高校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综合化的挑战。
校际合作的快速发展，留学生互动任务的不断增多，课程的引进和借鉴，加快了课程变革的进程。
高校科技合作开阔了我们的国际视野，有利于我国高校师生提高现代科学的综合研究能力和不断缩小
与科技发达国家之问的差距。
高师院校面对改革开放和综合化的形势，对教务管理不断拓展其内容，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由此推
动教务管理的信息化和管理技术的现代化。
同时，对教务管理概念的界定、本质的探索、特点的分析、原则的提炼，都将丰富和推动高师院校教
务管理理论研究，从而推动高等学校管理学的建设和发展。
这就是我国高师院校教务管理所面临的形势与本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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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师院校教务管理研究》从绪论阐述高师教育性质、特点和高师院校教务管理概念、特点、原
则开始，进而探讨高师院校教务管理目标；接着进入教务管理分类研究：探讨了教务常规管理、教学
管理、教务人员管理、教学环境管理；之后是教务管理自身的评价，最后余论：论述高师院校教务管
理的理性思考。
《高师院校教务管理研究》逻辑结构较为合理，整体思路也较明晰，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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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爱玲，女，1954年生，浙江兰溪人。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副研究员。
近年来，在《教育发展研究》、《教师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主持省、厅级课题4
项，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学校招标课题1项；课题成果曾获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奖”、省教育
厅“教育教学成果奖”、省高教管理研究会“优秀论文奖”等奖项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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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教学管理的意义二、高师院校教学管理的原则第二节 高师院校教学计划管理一、高师院校教学计
划的内涵与特点二、制定高师院校教学计划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三、高师院校教学计划的修订与完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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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人员的概念与职责二、高师院校教务人员的合理结构第二节 高师院校教务人员的培训一、高师院
校教务人员的素质要求二、高师院校教务人员的培训与发展第三节 高师院校教务人员的激励一、高师
院校教务人员的激励二、高师院校教务人员的考核第四节 高师院校教务人员的心理健康一、高师院校
教务人员的心理压力及其影响二、高师院校教务人员应对心理压力的措施第六章 高师院校教学环境管
理第一节 高师院校教学场所管理一、高师院校教室管理的意义和原则二、高师院校教室管理的基本内
容第二节 高师院校教学风气管理一、高师院校校风及其管理二、高师院校教风及其管理三、高师院校
学风及其管理第三节 高师院校的学校文化管理一、高师院校的学校文化内涵二、高师院校的学校文化
管理第四节 高师院校的人际环境管理一、高师院校人际关系的内容二、高师院校人际关系的协调第七
章 高师院校教务管理评价第一节 高师院校教务管理评价的特征和原则一、高师院校教务管理评价的
特征二、高师院校教务管理评价的功能与原则第二节 高师院校教务管理评价的内容一、高师院校教务
工作内容评价二、高师院校教务管理人员评价第三节 高师院校教务管理评价的实施一、高师院校教务
管理评价的程序二、高师院校教务管理评价的实施第八章 余论第一节 高师院校教务管理理论范式的
转换一、目标管理的理论二、质量管理的理论三、高师院校教务管理理论范式的转换第二节 高师院校
教务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势一、高师院校教务管理理念的更新二、高师院校教务管理制度的变革三、高
师院校教务管理手段的信息化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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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确定培训目标。
通常在培训之前，要弄清楚为什么而培训，通过培训要收到什么效果。
这就是培训目标的设定。
目标一旦得到教务人员的认可，往往会起到内在的激励作用，会鼓励教务人员尽力去达到该目标。
比如：培训是为了加强教务人员的道德素质，还是为了提高教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是由于增添了新的
工作内容需要对教务人员进行培训，还是为了教务人员自身发展的需要进行培训等等，在培训之前就
要弄明白，否则整个培训工作就是盲目的。
要确定合理的培训目标，需要对教务人员进行调查，对其工作状况进行诊断，把握问题的实质，了解
教务人员的需求。
这样，培训工作才会“有的放矢”，培训目标的确定才不会是空穴来风。
　二是制订培训计划。
培训目标确定之后，就要把目标分解成可以操作的计划。
教务人员的培训计划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有哪些人参加培训、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培训、培训什么内
容、以何种培训方式、由谁来培训等。
一般来说，培训是有针对性的，并不是每位教务人员都需要进行相同的培训。
如果培训是全体性的，考虑到一些限制因素，也要分批进行，以免影响正常的教务工作秩序。
培训时间和地点的选择都要考虑周全。
培训内容以培训目标为导向，选择那些可操作性强的有价值的内容，避免讲大道理或空泛的内容。
培训方式有很多，通常有看录像、听讲座、参观访问、集中培训等，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
。
　　三是培训工作的组织。
培训工作计划好了，就要进一步落实，使培训工作有条理地进行。
一般有如下工作：联系培训老师准备相关培训内容、下达有关通知、联系培训场地以及相关设备、培
训过程中的秩序维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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