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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校学籍管理制度建设研究》回顾了我国普通高校学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分析不
同历史时期学籍管理改革的背景及其特点；剖析了现行普通高校学籍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以美英两
国为例，介绍了国外高校学籍管理制度的概况，并从中获取宝贵借鉴经验；案例分析了我国高校学籍
管理制度的实施现状、学生学籍事件，思考探索了独立学院的学籍管理制度与方法；对当前高校学籍
管理的组织管理框架、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社会本位理论”、“人本主义理
论”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种理念对高校学籍管理的影响；最后结合“学习型组织”理念，
对未来的学籍管理进行了展望与思考，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高校个性化培养、柔性化管理的学
籍管理优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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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浙江省为例，根据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教育厅（中共浙江
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浙委办[2009]118号）文件精
神，从2010年起，浙江省高校学生学籍、学历证书管理工作由原来的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负责调整为
学生管理处负责。
浙江省教育厅就此事专门发布《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调整高等学校学籍学历管理工作的通知》（
浙教办高教[2010]11号）文件。
尽管浙江省教育厅已将学籍管理工作由原来的高等教育处转到由学生处管理，但浙江省内各高校的学
籍管理工作并未调整到相应的学生处。
经调查浙江省33所普通本科院校和22所独立学院，发现浙江省各高校的学籍管理工作，均归属于教学
口子，其主管部门都是在教务处。
调查部分高校后，发现学籍管理方面的文件，其文件发布口子较混乱。
有些与学生学业相关的学籍文件，如休（复）学，其具体管理工作在教务处，文件由教务处草拟，由
教务处发文；而有些与学生学业相关的学籍文件，如退学、留（降）级，其具体管理工作在教务处，
文件由教务处草拟，但发文的口子却在学生处。
个别高校的转专业，还分为2部分，优秀生的转专业由学生处负责管理、发文；特长生和兴趣生的转
专业由教务处负责管理、发文。
　　上述可见，我国高校学生学籍管理实行的是学生管理的党委领导下党政共管体制，使高校内部的
学生工作形成“党政合一、两级管理”结构，机构设置实行从学校到院（系）的层级式管理，由二级
学院的教务员对学生的学籍进行管理。
从图52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教务处，还是院（系）分团委、学生会，都是可以直接面对管理学生
的，条块结合，形成网络，就像现在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使学籍管理工作渗透到学校的各种机构中。
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却有很大差异。
团委、学生处属于学工一条线，教务处则是教学一条线，较难形成工作合力，容易出现相互扯皮、踢
皮球现象。
因为多头管理，如果缺少宣传，学生也会因此找不到管理部门，为一事而多处奔跑，浪费时间。
因此直接面对学生的现实操作上的网格化管理实现不了，不便于日常工作的开展。
此外，这种多层式的管理结构也容易导致信息传送速度变缓，内容失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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