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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

中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以中美英三国为例

张晓艳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摘要 高校常规性学生事务管理 内容包括 招生
、

新生辅导
、

宿舍管理
、

心理咨询
、

社团活动
、

就业指 导
、

经济资助等
。

因工作理念和价值取向的不 同
,

各国高校学生事务工作 内容不尽相同
。

通过对中外高校学生工作 内容梳理的基拙上
,

发

现在管理主体
、

工作任务
、

工作理念和专业化水平上 中外高校存在着明显差异
,

这对于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高校学生事务工作中
,

需弱化管学生
、

强化服务学生的意识 完善工作理念
,

以 学生为本 提高学生工

作的专业化水平 构建科学化 的组织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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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外学生事务管理内容的归类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由高校的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

开展具体的工作来进行管理
、

教育
、

引领与服务学生 从而

达到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目的
。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内

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

化 其内容构成呈现出较大差异
。

在美国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主要是指学生非学术性活

动或课外活动的组织
、

指导和管理 重点在于对学生行为

的指导和福利方面的工作
。

按照每项学生事务工作的性质

分类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可分为 学生活动 包括学生

组织与学生活动 庄要指社团活动 教学辅助活动 包括招

生
、

注册
、

就业指导 庄活辅助活动 包括新生定向指导
、

住

宿生活
、

经济资助
、

心理咨询
、

健康服务 学生事务工作自

身管理这四个方面
。

英国高校学生事务工作更为突出服务的理念 很据各

项学生工作的特点
,

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可归类

为 戈 个人导师服务 这是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

特色服务 关 校园活动 庄要指校园社团和学生会工作

学生辅导工作
,

主要包括心理健康咨询和就业指导服

务 关 生活辅导工作 庄要包括招生注册
、

宿舍管理以及学

生资助服务等
。

在中国 高校始终承担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和

日常学生事务工作
。

按照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性质
,

中国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一般可以分为 戈 思想政治教育
,

这是中国高校学生工作的特色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

校园文化活动 庄要指校园社团文化活动 关 行政管理工

作 庄要包括学籍管理
、

纪律管理及学生资助等工作 关

生活辅导工作 庄要包括宿舍管理
、

就业指导及心理咨询
。

二
、

中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的差异分析

中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体现在工作任务上的差

异
。

美国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以提供咨询服务
、

生活服务

等工作为主 乃显服务功能 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 掌生事

务工作项目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特点
。

英国高校学生事务

管理把公共服务与个人导师制结合起来 肥尊重学生作为

工作的前提
,

尊重学生的差异性 尊重学生的多元化需求

及多元化价值观 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作为工作的重点

和关键 在学校的领导管理机构如理事会
、

校务委员会
、

学

术评议会及其他一些委员会都有学生会的代表参加 保证

学生在学校的决策机构中发挥作用 肥学生发展作为工作

的目的 英国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

的氛围
。

长期以来
,

中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主要任务和

目的则是在党政共管下 强调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同时
,

以约

束和规范学生来保持学校的稳定为前提
,

对学生进行人格

塑造
、

能力创新培养等
。

近年来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

作开始强调指导和服务学生的功能
。

例如高校心理咨询 在美国 肩专业人员和机构进行此

项服务工作 冷别咨询与团体咨询并重
,

有专业教师机构
,

也有学生组成的咨询组织 充分满足学生的多样需求 英国

高校也十分重视心理咨询
,

咨询人员和机构都需达到专业

化和职业化 咨询方式多为一对一 辅以家访 服务对象包

括国际学生
。

英国高校心理咨询中的
“

同伴支持
”

是一项新

颖的充分体现尊重学生
、

考虑学生需要的一项服务
。

中国高

校的心理咨询
,

首要的工作则是进行全体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

以讲座
、

选修课程和心理健康活动等形式开展 其次才

是提供个人心理咨询服务
。

中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体现在管理主体上的差

异
。

学生事务管理主体分为机构和人员两个部分
。

美国高校

学生事务管理的机构是学校学生事务工作办公室
,

有专职

人员负责每项工作 江作人员的学历层次较高 多为硕士或

以上学位 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
。

英国高校学生

事务管理的机构叫作学生服务中心 酝有专职人员 其中专

职辅导员和个人导师是英国在校大学生密切联系的负责学

生事务的人员
。

中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构一般叫作学生

工作处或学生工作部 负责校内主要学生事务工作
。

校团委

是另一个分管学生事务的机构
,

承担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和

丰富校园文化的工作
。

中国高校里与学生密切联系并负责

学生事务工作的人员主要是高校辅导员
,

他们具有较高学

历 多 为硕士或以上学位
。

中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体现在工作理念上的差

异
。

国外高校的学生事务管理目标 强调既为学生服务又为

学校服务
。

中国也开始强调为学校服务的同时为学生服务
。

不同的是 英美两国高校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

以学生

的服务和发展为重心 在服务中体现学校的管理 强调高等

教育要培养
“

完整的学生
” 。

美国高校的心理咨询服务
、

新生

注册以及健康服务 英国高校的学生会
、

个人导师制等都能

体现其尊重学生
,

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
。

我国的学生事务

管理更多地是从学校的角度出发
,

侧重在管理中为学生服

务
,

工作目标则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

导下 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引导学生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 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 养成文明习惯
,

勤奋学

习 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中的重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充分体现其育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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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德育为先的工作理念
。

在价值取向上
,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以集体本位为

价值取向 庄动干预 集体管理 把学生约束
、

规范到正确的

行为方式上来
,

以此做到防微杜渐 保证校园稳定
。

这种管

理比较严谨 在保持学校稳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但这

种管理方式限制了学生的自由
,

约束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

英美两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则以个人本位为价值导向
,

即

重视自由
、

平等
、

个性
,

强调以学生为本 尊重学生的选择
。

但这种管理方式相对松散 致使大学校园内酗酒
、

枪杀等违

纪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不利于校园的稳定和发展
。

中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体现在工作专业化水平

上的差异
。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是一项集教育
、

管理
、

服

务为一体的工作 掌生事务管理者作为教育者
、

管理者和服

务者必须具有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和技能
,

才能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
、

实效性的服务和指导
。

英美两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改进
,

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专业化特征 完善的专业训练
、

明确的专

业标准
、

丰富的专业内容以及众多的专业协会等
。

如美国

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要求心理医师和咨询人员基本具有相

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

必须具有专业资格证书和相关临床经

验
,

同时美国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必须按照美国国家级心理

协会
、

高校咨询中心主任协会以及国际心理咨询服务协会

提供的标准和规范行事
。

英国高校心理咨询的专业化水平

不低于美国
,

咨询中心的咨询师和咨询人员必须接受足够

时间的专业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厂般均为博士学位 须

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
,

其中咨询师必须按照其所属的行业

协会包括英国心理学家学会
、

英国咨询与心理治疗协会等

的模式和标准进行 咨询中心会雇佣高级专家进行督导与

评估
。

相较而言
,

中国高校的心理咨询工作者缺乏高标准

的专业水平和专业训练
,

缺乏专业的行业协会进行规范管

理和指导
。

中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也是一样
,

由于缺乏

人力资源
、

市场开拓
、

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专家
,

只能停

留在为学生提供求职信息
、

组织几场招聘会
、

办理签约手续

等服务水平上
。

三
、

国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内容对我国高校学生工作

的启示

弱化管理学生 强化服务学生的意识
。

我国高校学生

事务管理工作的重点 厂直放在对全体学生的约束
、

管制和

规范上 虽然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开始逐渐

强调指导学生和服务学生
,

但这种服务学生的意识还比较

淡薄 较大程度上保持着
“

先管好学生
” 、 “

在管理中为学生

服务
”

的意识
。

发达国家则是
“

在服务学生中体现管理
”

他
们始终秉持

“

服务至上
” 、 “

以服务促发展
” 、 “

我们头等重要

的工作必须是专注于为学生提供服务
”

等思想
。

我国高校

的学生管理工作需强化服务学生的意识 视学生为
“

顾客
” ,

摒弃传统的陈旧思想 从学生实际的需要和利益出发 提供

优质服务以促进学生和学校双赢发展
。

完善工作理念
。

教育发达国家如英美 高校学生事务

管理工作的理念是
“

以学生为本
” 、 “

以学生为中心
” 、 “

尊重

学生
”

相信学生的选择 理解学生的感受等
。

受传统教育

思想和价值取向的影响 裁国高校学生管理的工作理念则

是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表现在工作目标上则对学生进行先

进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品质 焙养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人才 加此 我国的学生工作理念并不落后
。

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中外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价值取向问题 英
美是以个人本位为价值取向

,

在学生事务工作中充分考虑

学生的需要
,

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创造条件 我国以社会本

位
、

集体本位为价值取向 在学生事务工作中更多地考虑学

校管理和社会的需要 忽略了学生群体的需要和感受 往往

使得学生对学校事务管理工作的满意度较低
,

甚至充满抵

触情绪
。

如此 我们需将尊重学生
、

以学生为本
、

充分考虑学

生的需要等理念融于学生事务的管理工作中
,

促使高校学

生事务管理工作的高效高质
。

提高专业化水平
。

专业化是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发展的必然趋势
。

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专业化体现在多个

方面 依据英美高校学生工作的经验 掌生工作首先必须成

为一门职业工作 肩其职业标准和职业地位 淇次学生工作

人员的专业化是必不可少的
,

必须经过资格认证和专业培

训 具有专业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 再者 掌生工作的发展

有其专业的协会和组织进行认证
、

评估和督导
。

我国要提高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必须认清现实 找出

差距 设立学生事务管理专业 为学生事务管理培养专业人

才 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学生管理组织和协会 为学生管理工

作人员搭建交流平台 制定相应的工作原则和道德规范 为

学生管理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确定合理的标准 加强学生发

展课题的专门研究 提高学生事务工作的有效性
。

构建科学化的组织体系
。

英美两国高校的学生事务

管理机构多采用扁平化的组织体系
,

在学校高层领导中设

立学生事务负责人
,

组织机构独立设置
,

职能清晰高度分

化 洛部门根据分工直接面向学生和学生组织
。

这种结构的

组织体系 减少了中间层级 提高了执行效率
。

另一方面
,

国

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中尤为重视互联网信息化的运

用
,

学生可直接在信息平台上解决问题
,

减少与工作人员
“

打交道
”

的程序
。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构呈现扁平化

和直线化重叠交叉的组织结构体系
。

纵向层级烦琐冗杂 横

向部门功能模糊交叉
。

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特色在于不

仅存在行政部门为主线的一条工作链
,

还存在一条以党委

机构为主线的工作链
。

改变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构臃

肿
、

执行效率低下的现状应作为题中应有之义
。

高校需厘清

职能
,

合并机构
,

精简程序 建立专门化
、

科学化的组织体

系 取消中间层级的烦琐程序与混乱模糊的部门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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