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務工作之經營與管教新思維 

學務處主任吳志淦 

    學務工作的核心乃是服務師生。學務人員扮演第一線的服務工作，是學務工

作順利推展的重要基石。因此，提供予師生滿意及服務校園的服務品質，必須建

構於「觀念一致、目標一致、行動一致、標準一致、榮辱一致」的共識，因此，

態度是決定服務品質的關鍵、溝通是建構友善服務的橋樑。再者，學務組織的核

心價值與組織文化，應以建立「作對的事」和「把事作對」的服務品質與效能。

如此才能建構具有高度品質的學務服務工作團隊，因此為了提升學務工作整體績

效，學務人員應有下列之實務作為： 

一、恰如其分：瞭解生態，尊重體制，謹守分際，服從領導。 

二、競爭本質：瞭解外在競爭環境，不進則退。 

三、負責盡職：在有限資源中，創造與眾不同的價值與成效。 

四、當孩子的貴人：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當他的貴人。 

五、愛你的工作：要獲得別人的認同得先愛你的工作。 

六、以身作則：先以身作則才能夠要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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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應是有機的、非控制性的、心靈創造及自我形成的場合；傳統「愛之深，

責之切」，此種責是「愚責」；對惡劣行為的單純禁止並不靈驗，只有在與啟發、

鼓勵相結合的情況下，對不良行為之壓制才會有效。管教行為不是機械性之技術

使用，它真正是一種藝術，除了專業知識、技巧之外，還要擁有同理心、洞察力、

想像力、真誠……等才華與特質。因此，管教新思維就因運而生： 

一、以愛為出發點 

 給予學生無私的愛，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應該堅持的態度，從教育立場來看

「愛」，指的就是關懷、尊重、了解。 

二、以學生為中心 

 要開發學生的本性，學生犯錯，教師不宜用客觀的仲裁方式來懲處，而要採

取「邏輯後果」的管教方法，學生透過自償後果，而認知不要再做該事。學生自

身都具有健康成長之潛在能力，給予良好之學習環境，學生就能改變自己，學會

發展自我所需的一切。 



三、要具備人本精神及素養 

 一個具備人文精神及素養的教師，一定具有真誠、感性、通情達理的特質，

重視知情意並重及價值之澄清、評價能力的培養、並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如何感

受、感恩，儘量關注學生，協助學生，以人格風範感召學生，營造優質師生情誼

及關係。有人文素養的教師也能夠尊重學生的人格及學習權，把學生的利益做優

先考量。如果學校教職員工有基本以上的人文素養，就能對學生作最好的人格陶

成及薰染。 

四、用心傾聽、接納、溝通 

 真誠的傾聽態度、同理心及積極的關注與接納，對任何偏差問題的學生會有

顯著的效應。要想改變學生的行為，不是只從行為表現上加以矯治而已，而是要

試圖改變其信念或知覺系統。 

五、塑造快樂的學習環境 

 許多教師認為管理學生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學生浸處於害怕、恐懼之氛圍中，

不管是學業上或生活作息上，讓學生處於戰戰兢兢之威脅中，認為這是很好的教

育策略。事實上，此種作法，已經淪為類似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說：學校

成為和監獄一般的馴服人性之控制場所了。學校應營造開放、不具威脅的教育氣

氛，使整體校園充滿自由、和諧、活潑、關懷與支持。 

六、瞭解學生身心之發展 

 教育工作者應以包容、理解之心態，採取專業輔導之方法來處理學生之問題，

同時更要積極地去瞭解學生次文化之內涵，真正深入瞭解學生之內心世界。 

七、注重情意教學及價值教學 

情意教學可培養感性，讓學生從感受中學習，使能成為諒解與體貼別人的通情達

理者；價值教學可增進道德能力之培養，藉由價值澄清之方法，讓學生慎思與明

辨。 

八、家庭亦負管教之責 

 家庭對於一個人的成長與學習，有著很大的影響，它可以影響到個人的人格

發展，以及個人的社會化和價值觀念。近年以還，各校也逐漸重視親師溝通與合

作，經由多項管道，加強家長輔導、諮商之知能，這是正確、有效之做法。 

    近年來，學生之學習權及學生人權甚囂塵上，同時外在的大環境及家長的觀

點與往昔也迥然不同，校園裡上下權力及主客體關係的結構已面臨解構及移轉之

現象。施教者與受教者的關係絕不是對立關係，而是平等的、朋友式的教育關係，

學校不是把不同的人變成相同的人的場所，在諸多一致性的要求之餘，更要注重

學生個別性的發展。要以學生的發展為本位，注重學生完整人格的養成，教育者

要摒除以直覺來思考、處理學生問題，並以專業化的態度、方法，從事價值判斷

的澄清，讓學生多親身感受，以形成自己豐富的精神世界，教育者千萬不要忽略

人類思想自身的多樣性，此中當然包括學生有自省、自律的能力。因此更能承認

差異，容許學生的缺點，不強調同一性、標準化，注重以啟發為主，管教為輔，

應是多元化時代精神下，教育人員應有的教育管理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