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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师院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进程中，要战胜诸多风险，长期经营下去，不至于衰退和终结
，就要积极探究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始终围绕这一观点，从多方面、多角度，以理论为指导，结合高师院校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
论述，始终运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思维、新方法和新途径探究高师院校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提出了
系列有益的见解，同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论述中，力求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应用性和指导性，为高师院校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是一部比较全面论述高师院校可持续发展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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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清秀，湖北黄石人，大学毕业，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学委员会主任，学校学术
带头人、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主要成员，教学骨干教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审
专家，黄石市文化名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高等学校管理。
　　103长期从事高校管理和教学工作，历任湖北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处副处长，监察审计处副处长、管
理处处长，湖北师范学院财务处处长，在全国二十多家刊物上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多
篇被人大资料索引或复印，著有：《班级教育管理艺术》、《大学班级管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和《高校风险管理》等专著，还承担完成省、校级多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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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高师院校内部管理机制改革　　高师院校内部管理机制，一般是指行政管理机制和学术管
理机制。
高师院校行政管理机制是指管理主体依靠上级赋予的职权，运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对学校工作进行计划
、组织、协调和控制的过程；高师院校学术管理机制是指管理者根据教学和学术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的
权威性对大学内部学术性工作开展的管理活动。
目前，我国多数高师院校采用的是校、系两级权力结构。
这种结构在学生人数较少，规模不大的背景下可以适应高校管理的需要。
但是，现在的高师院校规模一般在万人或数万人以上，如果继续采用这种权力结构，那么就不能适应
新形势下高师院校的发展，因而，要对其进行改革。
　　一两级管理体制应向三级管理体制变革　　众所周知，高师院校的培养目标已不单是师资队伍的
建设，而是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高师院校办学道路的拓宽和学校职能的发展，带来了高师院校规模扩
大化和管理结构的复杂化。
就目前我国高师院校而言，以学科的划分所形成的学系是学校中教学、科研组织的“基本单位”。
这种两级权力结构的权力主要在学校，它与学校和学系规模相适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师院校学科门类会更加丰富、学系数量和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如果权力仅仅集中在学校层面，学系只是被动执行，那么，难免会出现“船大难掉头”而使学系不适
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才的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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