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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军校教务部门是军校教学管理和组织的核心, 其人员、业务应具有较强的连续稳定性, 然而

由于军队人事、交叉代职、工作机制等原因造成教务工作继承性差、业务连贯性减弱。如在教学档案、学籍资

料等较庞杂的事务整理中, 后续工作者很难接手管理, 在工作配合上产生困难, 缺乏对整体工作的系统把握。

本文试从教务工作的特点出发, 分析制约教务工作连续性的根源, 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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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ection is the core of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1 Its personnel and operation should be of strong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1 However, some factors like the change of

troop. s personnel, cross functions in acting capacity, working mechanism etc have brought about weak continuance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 For example, the successive personnel always find it difficult to take over the previous work, to co- 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to master the whole work system atically in the sorting of the teaching files, student records etc1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source of weakening the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its own characteristic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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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校教务工作具有其相对于地方高校教务工作所没有

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是高等院校教务运行一般规律和军校

独特办学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军校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

性质决定了其教务部门业务机构的根本属性 , 为此军校在

统筹其教务工作的时候, 应紧紧把握教务工作本质特征的

回归, 避免教务部门的泛行政化, 保持教务部门在人员和

业务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一、清醒认识、理顺思路, 明确教务工

作特点及业务要求

  (一) 教务部门是业务性很强的行政单位

训练部是军队院校的第一大部, 而教务处是其第一大

处, 是主管人才培养工作的职能机构, 同时也是学校处理

教学事宜的业务机关, 具有双重性质。首先, 教务处是机

关编制, 作为行政机构, 接待、应酬、会议等活动较多,

一定程度上与日常业务关联度不高, 业务稳定性容易受到

冲击; 其次, 作为业务机关, 又要求相当的专业性, 要求

职员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甚至是研究能力, / 术业有专
攻0 , 必须保持业务工作的高效性和稳定性。

(二) 教务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循环性特征

教务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程性的特点, 但作为院校常

设的业务单位, 更具有周期性和循环性的特征, 有章可循。

比如入学学籍注册、排课规律、考核组织、毕业工作等是

以学期时间为主线的, 这很明显地反映在校历上, 教学组

织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这客观上反映出一个院校的办学

风格、教学模式, 循环推进而又呈螺旋式上升 , 表现出很

强的连续稳定性, 这样的基本规律是不应该打破的, 否则

就会造成教学秩序混乱, 直接影响办学质量。

(三) 教务工作创新难, 需要经验又亟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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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务管理虽然有章可依, 但仍有薄弱之处, 比如,

部分教务管理人员质量意识相对淡薄, 只求完成工作, 而

对过程的质量管理及工作完成的质量如何却不甚关心, 也

不便于对工作进行评估界定; 管理被动, 往往等问题出现

后再去找原因, 即 / 事后把关0 , 但为时已晚; 经验式管

理, 使整体管理效率不高等, 这些问题仅靠经验并不能成

功解决, 必须进行工作创新。

  二、廓清关系、把握关键, 找准制约教

务工作连续性的根源

  (一) 职衔晋升、调动限制教务职员的工作寿命

教育管理专家科森发现, 大学管理表现出 / 组织结构

上的一种奇特的二重性0 [ 1] 。军校也是典型的 / 二元权力结

构0 , 教务部门是传统的科层结构, 职员受晋升体制影响,

又受编制体制制约, 即使个人愿意在同一个部门同一岗位

长期工作, 也会因为影响别人的晋升发展, 职位衔级到了

条件得按规定做出相应调整, 这客观上限制了教务干部的

工作寿命; 而在地方, 除了处、科层领导调整之外, 其它

人员一般是专职化, 甚至可以工作至离休, 容易保持业务

工作的连续稳定性。

(二) 军队任职规律影响了教务职员的专业性

/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0 , 部队岗位变换频繁, 特别

是个人成长往往要经过一系列岗位的历练, 往往干得越好

调得越快, 院校教务部门也不例外。但教务部门与一般行

政单位性质不同, 比如从学员队干部中抽调, 虽然选拔了

优秀, 但实际上他不一定胜任教务工作; 反而有些科班出

身的干部, 对业务性较强的教务部门具有先天的优势。为

此, 政治部门在处理交叉任职、轮岗锻炼、到部队代职等

活动中, 要仔细甄别、辩证处理, 尽量避开教务部门或开

展对口交流, 以保持教务部门职员的相对稳定性。

(三) 现有工作机制制约教务工作的持续稳定性

当前教务部门细分成系列科室, 甚至同一科室还再次

分为 / 计划、调课、师资0 等, 一定程度造成条块分割,

人力资源浪费。现代管理学倡导团队化工作, 组织需要分

工更需要合作。教务工作区别于工业生产, 分工过细会造

成 /本位主义0 , 制约个体对整体工作的全面把握, 影响工

作创新, 影响教务干部综合素质提高, 不利于一体化业务

骨干的培养。过细的工作划分还会形成权力分割, 引发权

力冲突, 各管一块, 造成彼此的 / 权限尊重0。于是有了这

样的现象: 主官出差, 工作照样能干, 但假如其中一个参

谋调走或出差, 工作即被打断, 陷入被动, 因为 / 权力尊

重0 , 客观上导致他人丧失了跨岗的业务能力, 由此使工作

活力下降, 不利于系统创新和工作持续。

  二、健全机制、创新方法, 破解教务干

部业务连续性难题

  (一) 设立 /工作组0 实现教务团队化模式
现代社会组织运行主要遵循两类机制: 一是效率机制,

二是合法性机制[ 2] 。团队是一种组织方法、工作机制, 也

是一种精神, 可以实现组织的效率原则, 产生 / 1+ 1> 20

的效应。教务部门作为一个业务机构, 工作复杂度和多程

性要求职员具备出色的业务素质和团队精神, 做到每一分

子都对整体负责。以往教务根据业务分别, 划分成相对割

裂的功能区: 计划、调课、施训、学籍和考务等, 并由专

人分管, 形成工作链, 然而设若一人脱岗 (如出差、抽调

等) , 则工作陷入被动, 缺少必要的应变能力。精细分工限

制了整体效应, 不利于工作创新, 应实行团队化模式, 开

展 /工作组计划0 , 把自然相关的结合成工作组, 比如关联

的 /计划0 和 /调课0、/师资0 和 / 施训0 分别组队 ( /学
籍0 相对独立) , 由此多人完成一个目标, / 单枪能守0、

/ 多人能联合0 平时相对分工, 急时相互替代, 从而有利于

组织融合和工作创新。

(二) 搭建人才梯队储备教务管理干部

受军队整体干部任用规律影响, 部队岗位流动较大, 调

动较为频繁, 这样就影响了教务工作的连续稳定性。教务岗

位看似常规, 其实要做好却需要较强的业务素质、甚至是教

管研究能力。而院校教管干部往往从其他岗位调来, 比如从

学员队干中甄选、从教员中选拔等, 半路出家的情况普遍,

这样一是先前工作经验会造成思维定势、角色转变困难; 二

是浪费人才资源, 训用不一致。现代大学讲究教管干部的专

职化和专业化, 教务干部的选择源应事先储备、训用一致。

比如任用高等教育学科班生从事教务工作, 有意识地储备教

管干部, 调来之前以帮工、交流等方式进行预先培养, 注重

年龄结构和梯队优化等, 保证教务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三) 加紧推进教务部门的非现役文职化

为缓解由于岗位变迁、人员调动对教务工作连续性的负

面冲击, 应加大教务部门职员的非现役文职化, / 只要文职

人员可以担任的工作, 尽量不使用现役军人0 [ 3] , / 实行文职
人员制度, 在一些军地通用性强、社会人才来源丰富的专业

设置文职人员岗位0 [4] 。教务部门是军队院校的关键部门,

但其工作性质决定了所属岗位与地方高校具有很强的相通

性。军职人员由于升职调动, 不易在同一岗位工作很长时

间, 而在地方院校, 教务人员一般专职化, 岗位寿命很长,

甚至可以到离休, 这样既保证了职员的在岗率和业务连续

性, 又发挥了由于工作经验而带来的高效性。5中国人民解

放军文职人员条例6 第四章十三条和十四条分别对文职人员
首次聘用年龄和最高工作年龄进行了具体规定, 既避免因队

伍老化而影响任务完成, 又最大限度保证了优秀人才的稳定

聘用时间, 有效延长了其 / 工作寿命0 , 客观上促进了教务

工作的稳定连续性。为此, 教务部门中的 / 计划0、/ 排课0、
/学籍0 等岗位完全可以以现役和非现役人员相结合的方式

来排岗, 并逐步推进向非现役文职转化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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