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

| 科 教 创 新 |

教育经济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定位与实践研究

■ 郑　洁

（西南大学，重庆，400715）

一、引言

激励是教育经济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高

校只有保证其定位准确，加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应

用，才能够解决各种问题。因此，在教育经济管理

中，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的教学情况定位激励机

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培养科研人才及高素质人

才。基于此，文章首先分析现阶段教育经济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教育经济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定

位，然后，重点探讨教育经济管理中激励机制的确

立，以及教育经济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实践探索，旨

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现阶段，很多高校存在着教育经济管理效果不

佳的情况。为此，高校在日常运营过程中，要准确

进行激励机制的定位，然后，在工作中加强实践，

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这对于现阶段的高校工作人员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教育经济管理的现状

来看，该工作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相关教育工作者

要通过问题分析，不断探寻激励机制的定位及实践

策略，借此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现阶段教育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科研组织不完善

现阶段，科研工作的管理制度逐渐完善，但是

一些科研活动依旧存在不合理的情况，这使得科研

活动和实际需求不符合，从而造成科研经费的浪

费。这就要求高校成立科研组织，不断引进科研人

才，保证活动的科学性以及专业性，科研人员尽可

能按照预期计划开展科研活动。

（二）教师的职业素养比较低

教育经济管理中较突出的问题是教师的职业素

养问题。一方面，一些教师的教学态度存在问题，

部分教师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高校对教师

的管理工作也不健全，从而导致教师的职业素养偏

低；另一方面，教师在进行科研活动时，没有经验

可以借鉴，这也使得相关工作难以开展。

（三）教育监管制度不健全

在解决教育经济管理问题时，为了不断提升教

育工作者的素养与能力，高校就需要不断加强教师

的管理工作，通过健全监管制度来保证科研相关工

作的正常进行，从而有效提高学校的影响力。

三、教育经济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定位

为了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专业素养，高校

需要在充分分析教育经济管理的基础上，精准确定

激励机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一）根据教学情况制定相关目标

在构建激励机制时，首先，要明确激励目的、

条件及具体实施计划，同时，要保证目标和科研活

动的大方向是保持一致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激励

机制的有效性。对于相关人员来说，要能够根据教

学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目标，这是因为只有保持目标

一致，才能够通过这些激励机制不断提升教师的工

作积极性，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不断提升科研及教学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

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教师教学工作的有效性，只有

这样，才能使激励机制促进学校发展。

（二）根据教师情况实施相关方法

在确定好激励目标之后，就要不断通过相关方

法的实施来解决其中的问题。学校想要很好地发挥

激励机制的作用，就要根据实际教学情况，采取一

定的方法。部分教师很多时候更加注重精神奖励，

例如，很多教师不断开展科研工作，进行相关论文

的发表，就是为了能够在职称评比的时候更具优势，

而学校就要根据教师的这一心理特点，让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不断开展科研工作。除此之外，学校在进

行科研工作的评价时，要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对教

师的深入分析，寻找更多的教育潜力股，借此很好

地激发年轻教师的斗志，不断提升激励机制的效果。

（三）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评价机制

在进行激励机制的构建时，要保证机制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这样，才能够保证在激励机制的应用

过程中，可以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而在现阶段，

高校想要制订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就要建立科学

的评价机制。这对相关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根据学

校的实际教学情况及教师情况等，制定评价机制。

一方面，要制订弹性的评价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将

机制运用于实践，并确保取得不错的效果。因为每

一位教师的特点都是不同的，所以要想让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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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符合每一位教师的需求，高校就要制订多元化

的评价机制，将各种因素纳入考核机制，合理进行

问题的处理，这样才能够保证评价机制的有效性。

四、教育经济管理中激励机制的确立

在制订教育机制时，为了保证其有效性，促进

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一）领导层面

学校领导的态度对教师的科研工作影响是比较

大的，领导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学校教

师的科研水平及高度。对教师来说，在进行科研工

作时，最希望的是能够得到领导的认可，同时获得

领导的重视，并且希望领导能够多支持自己的科研

工作，能够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提供技术、设备及资

金上的支持，以及自己的科研工作能得到领导的肯

定。因此，高校领导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满足教师

在物质及精神上的需求，这样，才能够保证教师有

效开展科研工作。

（二）奖励制度

在进行科研工作时，为了保证项目的生命力，

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不断创新。如果说学校的教师创

新能力比较低，那么此时的激励机制对于教师的作

用效果是比较小的。因此，对于学校来说，可以根

据教师的实际科研情况，制订相关的奖励制度，一

方面，可以加大奖励力度，让教师觉得自己的付出

和所得到的回报是成正比的，能通过科研工作，得

到一些比较实在的奖励；另一方面，对教师创新能

力上要加强奖励，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激发教师

的创新积极性，才能够保证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科

研创新工作，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意识方面

高校在教育经济管理中，确立激励机制时，还

可以从意识方面进行考虑，不断加强对教师精神上

的奖励。对于很多教育工作者来说，精神上的奖励

比物质上的奖励更能够给人满足感，科学的奖励机

制能很好地促进教育工作者加强科研工作。为此，

学校可以针对教师的实际情况制订奖励制度，通过

对教师的深入分析，确定合理数量的职称名额，以

及教师级别的评选制度等，这些奖励不仅能够很好

地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使其在学校备受关注，还

能够让教师在社会上备受尊敬，满足教师的心理

需求。

五、教育经济管理中激励机制的实践探索

（一）构建实践模式

高校在进行激励机制的实践探索工作中，为

了保证其有效性，需要不断加强实践模式的构建

工作。首先，现阶段，很多教育工作者工资收入比

较低，因此，他们的工作热情及工作积极性都会受

到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育工作者参加

培训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福利。因此，现阶段，高校

在开展教育经济管理工作时，为了有效改善这一现

状，就要不断进行实践模式的构建。首先，要提高

教师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然后，要对教师给予

适当的补贴，不断增强经济管理效果。其次，高校

在教育经济管理中制订激励机制时，不仅要对教师

的物质层面进行奖励，还要对其精神层面进行奖

励，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交

流，使其有效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再者，高

校在教育经济管理中构建激励机制时，要合理判断

激励范围，如果范围过大，就会让激励机制失去其

效用，因此，相关人员要做好工作绩效考核工作，

以及研究成果的保密工作，避免研究成果外漏，并

通过团队打造，让教师充分进行交流，提升科研

水平。

（二）激励机制的具体实践

高校在将激励机制运用于具体实践的过程中，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不断加强领

导层的重视，对于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不错成绩的教

师，要公开进行表扬，在精神及物质上给予双重奖

励。二是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不断完善奖励机制，

包括不断分析制度的合理性，是否能够发挥相关作

用等，要能够对评级机制进行准确定位。三是在开

展教育经济管理工作时，还要不断加大教育资金的

投入，社会企业及政府部门不仅要提高对经济管理

的认识，还要将更多的教育资金投入建设工作，这

样，才能够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且有效提

升其效果。

六、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经济管理

问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这

不仅能够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还能够促进人才的

全面发展，不断满足社会要求。在实施激励机制

时，要能够通过考核激发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使

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促进科研事业的不

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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