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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 言言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

深入，其内部治理结构也不断优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逐

渐形成，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也具有可行性。但是从

现实来看，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高校学生管理

工作法治化研究》一书即是编者基于高校学生管理实践，结合长期学生工作

系统思考的结果。

撰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在于，三位撰写者都长期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学生管理等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学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

长期思考，为了理清一些法律问题的源头，进一步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实践，

编者更多地从实践经验出发，探究了高校学生管理面临的新媒体境遇、高校

学生管理队伍的继续教育、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规章、高校学生管理中法律的

实施等具体、典型的学生管理问题，使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撰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在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问题长期以来受

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研究碎片化、低层次、经验性等特征较为明显，为了

系统梳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理论问题，撰写者对高校学生管理的理论

依托、新时期的理论变革、学生管理的法理反思等进行了深入探究，力图较

为全面地把握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三位撰写者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研究特长，对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分

工，曾瑜同志承担本书选题、框架设计、文献梳理等基础研究性工作，同时

承担本书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的具体研究及撰写任务，合计 11 万字。邱



燕同志承担了第二章，第五章第二、三节，第七章第二、三节的具体研究及

撰写任务，合计 6 万字。王艳碧同志主要负责研究调研和问卷调查等工作，

并承担了第五章第一、四节，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及附录的具体研究及撰

写任务，合计 8 万字。贵州师范大学李祥副教授、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宋璞老师等为研究调研提供了便利，也为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本研究中一些相关成果经过系统整理和不断提炼，也在相关专业的核心期

刊上得以发表，后续我们将围绕具体问题进一步深化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

治化的问题研究。

编著者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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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学生是高校管理中最重要的主体，是高校正常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

没有学生，高校难以存在。对于高校学生管理的定义，当代学者从不同

的视角出发有不同的理解，顾明远等编写的《学校学生管理运作全书》

中，将“学校学生管理”定义为：学生管理是学校对学生在校内外的学

习和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总称。它是学校管理者组织、

指导学生，按照教育方针所规定的教育标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地对学生进行各种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几方面得到发展，

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过程。
①
顾翔编写的《大学生管理》中，将

“大学生管理”定义为：是高等学校领导者和管理人员为了实现学生管理

的目标，合理地组织人、财、物、时间、信息等，有计划地指挥、协调、

监督和实施有关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各项活动的总称。
②
《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学生管理是指高校对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在

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
③
从以上对于高

校学生管理的定义来看，其涉及学生学习、生活、行为和资源合理运作

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高校学生管理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复杂

保障系统，对于高校办学质量的提升和办学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相比之下，长期以来，高校学生管理呈现出僵硬、盲目的管理模式

和方法，难以实现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标和价值，要提高高校学生管理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实现高校育人目标，必须从观念、制度、管理方式

等诸多方面入手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推动，而在这其中，通过实现高等教

① 顾明远等：《学校学生管理运作全书》，开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② 顾翔：《大学生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③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育学生管理法治化，保障学生的学习权益，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模

式和观念与大学生成长特征相契合，是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变革的重

要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时代意义。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中的“法”，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有学者提出从广义上来看，“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有关高校教育之类的法律法规，同时还涉及民法、刑法、行

政法等各种部门法和部门规章。从狭义上讲，“法”主要是指有关高校教

育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和规章。
①
我们认为，无论是广义的解释还是狭义

的解释，都是围绕着必须遵循国家制定的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法规展开

的，而从狭义的层面上来讲更多是有针对性的问题，主要是涉及高等教

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而制定的法律法规。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教育部令第 21 号）就是专门针对高校学生管理问题而出台的部

门规章，是我们考量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制度，也是各高校办学

过程中依法实施对学生管理的重要法律依据。可以说，高校学生管理必

须以法律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没有学生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保

障，学生管理工作将无法可依，高校管理的资格和权力无法可依，学生

受教育权利也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和实现。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目的是，在学生管理工作当中，做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内涵式发展路线，逐渐消除高校学生管理工

作中的领导主观意志决定和任职周期导致的短期行为等问题。随着我国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相关政策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不断深入，同时各个教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执行，使依法治校成为高校

学生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突破。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现行法律与高校学生规章制度尚不完善，难以满足高校学生

管理工作法治化对制度保障的相关的要求。有学者认为，高校学生管理

“无法可依”，主要表现为对某些学生管理活动没有相应的校规校纪规定，

或虽然存在相应校规校纪规定，但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造成

① 何晓磊：《“法治 ”理念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2007 年
学位论文，第 5 页。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gov.cn%2Fflfg%2F2006-01%2F17%2Fcontent_161593.htm&q=%E9%AB%98%E6%A0%A1%E5%AD%A6%E7%94%9F%E7%AE%A1%E7%90%86&ts=1446955262&t=b55466854df2810bb93c1903b0c3fe6&src=haosou
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3A%2F%2Fwww.gov.cn%2Fflfg%2F2006-01%2F17%2Fcontent_161593.htm&q=%E9%AB%98%E6%A0%A1%E5%AD%A6%E7%94%9F%E7%AE%A1%E7%90%86&ts=1446955262&t=b55466854df2810bb93c1903b0c3fe6&src=haosou


了一种实质上的“无法可依”
①
。当前，高校学生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并不

多见，虽然随着教育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许多法律已经逐渐涉及学

生管理的合法性问题，但涉及高校学生权利保障的内容还较为单一，在

司法实践上，除了涉及学生身份改变（如开除学籍、勒令退学）、涉及学

生最终评价（如难以得到毕业证、学位证等）这些内容的司法救济渠道

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管理带来的权利问题，难以通过外部法律机制

予以保障和协调。不仅如此，在一些高校已有的学生管理制度中，更多

体现的是对学生管理权力的彰显，管理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学生权利救

济等问题，也很少涉及，这并不符合依法治校的精神。有学者就此提出，

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或规章制度的制定严重缺位或与现行法律相矛盾，主

要体现在现有的管理规章制度过于陈旧、不健全，现实中存在许多缺位

现象，保障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严重缺位，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高

校的很多规章制度与现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矛盾，学生缺乏合理的申诉

制度和应有的救济途径，学生权利受到侵害
②
。

第二，高校学生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加之管理者管理理念滞

后，造成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进程推进缓慢。高校对学生管理的权

力是法定的，许多权力是通过法律授权从教育行政部门转移至高校实施

的（如对学生学位的考核和授发），但由于相关管理体制不健全，高校自

身学生管理体制行政化倾向也十分明显，造成了学生管理机制间不协调、

内容形式与法治精神相悖的局面。由于近年来高校办学自主权落实问题

尚在解决过程之中，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多关

注，高校与政府间法律关系的争议、高校学生管理权力的性质等问题都

还是学界讨论的难题，这使相关管理体制的优化缺乏指向性的精神指导，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进程推进制度环境阻碍较大。与此同时，尽管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对法治化的理解却争

议颇多，尤其是作为管理者而言，除了一些管理者自身法律意识淡薄，

人治思维严重外，一些高校管理者认为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就是要强调

管理者的权力和权威，法治实践的目标也是实现学生遵纪守法和消除法

① 孟宣廷：《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② 何晓磊：《“法治 ”理念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25 页。



律纠纷，对学生权利保障和救济，特别是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权并不关

注甚至排斥。由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需要管理者的推动和具体实

施，所以管理者自身理念的偏差也是阻碍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第三，学生权利救济渠道不畅，学生法治教育实效不佳。维护和保

障学生的合法权利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核心任务，当侵权现象出现

时，急需建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一般的救济途径包括申诉、民事诉

讼和行政诉讼等。有学者提出，尽管 2005 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规定了学生申诉的基本程序，很多高校的规章制

度中也规定了申诉制度，但规定得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难以确保

申诉的公正性，导致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闲置状态。
①
学生权利救

济渠道不畅更多地表现在，学生寻求权利救济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较

高，同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学校内部的调节机制，其他救济渠道

更容易使问题和矛盾公开化，并使救济本身成为一种对抗性的法律活动，

并不利于学生权利的根本实现。在传统高校学生法制教育中，我们更倾

向于对其守法意识的培养，而对其权利意识则避而不谈，在教育方式上

路径选择单一，教育偏理论性。有的学者还指出，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当中，过于注重法治管理而忽视学生的品德素质培养，会造成“法治”

与“德治”不协调，所以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强化法律校规的管理手段

的同时，应该完善以教育警示为主要形式的德育工作
②
。因此，高校学生

权利救济渠道不畅，学生法治教育实效不佳的情况严重影响高校学生权

益的实现，违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初衷。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

化向大众化转变，高校学生人数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高校学生权

利诉求复杂化、多元化，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尽

快引导和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环境，提高认知能力。从现状来看，当前高

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由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完成的，在这个过程

中难以适应学生个性化、针对性管理的要求，特别是对许多学生权利救

济的诉求避而不见甚至排斥，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也不涉及，教育者

自身法治观念不强，依法治校自觉性缺乏，这进一步增加了高校学生管

理工作法治化的难度。

① 许金招：《略探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之必然性及实现途径》，载《学术论丛》2009 年。
② 陆伟，王知春：《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探究》，载《管理探索》2015 年，第 34 页。



总的来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进入社会

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一般认为，狭义上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领域内各

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及构成方式，包括制度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

文化心理结构等内容。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包括法律保障、

制度建设、阶层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中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处于深刻的变革当中，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

转变、单一办学模式向多元化办学模式转变、学生管理经验化向学生

管理法制化转变。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管理最重要的主体，其群体的特

征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学生管理的法治化

问题成为当前高校最为紧迫的任务，是保障学校良好运行，人才培养

的重要条件。可以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学生管理只有通过法治化才能规范化和科学化，才能增强

其管理质量、管理效率、运行力等。建设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程，

要从复杂系统论的视角出发，深入开展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问

题研究，通过抓住核心关键的点，以点带面的方式加强不同要素和主

体之间的联系，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内涵式发展，实现高校办

学的法治化目标。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落实国家法治建设、推进依法治校进程的必

然选择，也对适应高等教育内部结构治理优化改革、新时期高校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新诉求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与

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国

家发展和社会发展要求。因此，学界和高校越来越关注和重视高校学生

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和实践。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颁布制定了一

系列的政策法律来支持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加之目前高校的法律

纠纷问题和侵权问题不断发生，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逐渐成为学界关注

的热点，同时也亟须学界针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以提供理论和可行性



建议的指导。我们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知网数据库中关于高校学生管

理法治化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全面了解当前学界研究状况、

展望研究前景和趋势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

（一）CiteSpace 简介

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陈超美团队开发的 CiteSpace 是一款在科学文

献中识别与可视化新趋势与新动态的 Java 应用程序，已成为信息分析领

域中影响力较大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①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逐渐兴起运用

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来把握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发展动态的浪

潮。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实现依法治校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我们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中的作者、关键词、研究

机构、热点以及趋势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显示了国内关于高校学生管理

法治化的研究历史、现状、研究力量的分布、研究和主要研究领域，并

根据 CiteSpace 形成的图谱，对国内学者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

究热点和现状进行了概括总结。

（二）数据的来源

文献数据分析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的时间为：2015

年 11 月 10 日，检索文献数据的范围：2000— 2015 年，以“高校学生管

理法治化”为主题词，其他检索条件均不限制，经过检索，得到 625 条

相关文献，再经过人工剔除会议、报纸、辑刊，最终得到 593 篇文章，

将这 593 篇论文的作者、题目、关键词、主题词、文献的引文等全记录

信息导入 CiteSpace 软件，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论文发表年代分布、

合作者、学科领域、合作机构、合作国家、期刊共引、作者共引等信息

分析，绘制网络可视化图谱。

① Chen C M： CiteSpace II： Detec ting and visual iz 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 ien t

pa tterns in scient i f ic li tera 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 ty for Infor mat 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57（ 3）： 359- 377 .



（三）技术处理

一是数据格式转换。检索到的文献记录以 Refworks 的格式导出，导

出的文献记录中包含的信息有作者、关键词、题名、研究机构、摘要、

发表年份、期刊、卷次。选择 CiteSpace 3 软件中自带的格式转换器，将

Refworks 格式文件转换为 CiteSpace 3 可用的 ownload_***.txt 格式。

二是 CiteSpace 3 软件设置。时间分区（ Time Slicing）：从 2000 年

到 2015 年，每两年一个分区；术语（Term Type）：凸显术语（Burst Term）；

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选取了作者（Author）、机构（ Institution）、

关键词（Keyword）。

三是数据可视化。分三次对已有的数据进行可视化，节点类型分别

选取了作者（Author）、机构（ 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分别得

到了作者、机构、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

二、结果分析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作者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 2000— 2015”，Time Slice 设为 2，Node

Type 选择 Author，TopN＝ 10 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 10 之后

的机构与作者，仅使发文量排在前 10 的机构和作者显示在生成的图谱

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 183，连线数为 24，密度为

0.001 4 的作者分析图谱（如图 1.1 所示）。图 1.1 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

作者，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

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

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表明发文量越多。按照

发文量进行排名的顺序依次为：严彦、吴涛、肖平、许璐璐、游敏惠、

陈勇、朱方彬，发文量依次为： 3， 3， 3， 3， 3， 3， 3， 3。作者之间的

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者之间有合作关系的分别有：游敏惠—

朱方彬、江厚亮—郭玉松—张爱芳、邓珊珊—李文、马晓丽—查志刚、

鹿士义—吴缄中、阮方明—刘淑媛、严彦—杨朝晖、颜辉—付伟、翟新

明—余广俊、王刚山—王嘎利。作者之间连线的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



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严彦—杨朝晖在 2008— 2010 年首次进

行了合作，合作次数较多，翟新明—余广俊在 2012— 2014 年进行了首次

合作，合作次数低于严彦—杨朝晖的合作次数。从图 1.1 中我们可以发

现，近几年来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并且发文量也

逐渐增加，如余广俊、严彦、杨朝晖、朱方彬等。除此之外，与 2010

年之前相比，近几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学者们更注重相互之间

的合作研究，例如，翟新明—余广俊、严彦—杨朝晖、马晓丽—查志刚、

阮方明—刘淑媛。总而言之，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越来越多，

呈逐渐递增的趋势，学者之间相互合作研究将取代早年学者们单兵作战

的研究状况。图 1.2 为作者引用计数分析表。

图 1.1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作者分析图谱



图 1.2 作者引用计数分析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产出机构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 2000— 2015”，Time Slice 设为 2，Node

Type 选择 Institution，TopN＝ 10 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 10

之后的机构，仅使发文量排在前 10 的机构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

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 67，连线数为 2，密度为 0.000 9 的机构

分析图谱（如图 1.3 所示）。图 1.3 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机构，节点

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

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

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则表明发文量越多。从图 1.3 中我

们可以看出，按照机构发文量进行排序分别为：广东商学院、陕西理工

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发文

量依次为：4， 4， 3， 3， 3。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成都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与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在 20 0 8—



图 1.3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产出机构分析图谱

2010 年首次进行了合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思政所与华中师范大学法律

系在 2002— 2004 年首次进行了合作研究。图 1.4 是产出机构引用计数分

析，机构引用计数排名分别为：广东商学院 -4、陕西理工 -4、武汉科技

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3、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 -3、上海政法学院 -2、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湖南科技学院音乐系 -2、石油大学 -2、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2、辽东学院 -2。



图 1.4 产出机构引用计数分析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 2000— 2015”，Time Slice 设为 2，Node

Type 选择 Keyword，TopN＝ 10 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 10 之

后的关键词，仅使发文量排在前 10 的关键词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

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 33，连线数为 33，密度为 0.625 的关

键词分析图谱（如图 1.5 所示）。图 1.5 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关键词，

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

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

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图 1.5 中，节点大小的排序依次为：“学生管理”“法

治化”“高校”“高校学生管理”“法治”“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学生

权利”“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相

互关系，连线粗细与它们综合研究的次数成正比。例如，与“学生管理”

相关的关键词有“法治化”“高校”“高等学校”“对策”“法制化”“管理

法治化”“法治”。节点之间的连线颜色代表它们首次综合起来研究的时

间，从关键词连线的颜色来看，“学生管理”首先与“法治”“对策”进

行了综合研究，然后与“高校”“高等学校”进行了综合研究，最后与“管

理法治化”“法制化”“法治化”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他的关键词节点以

此类推。对图 1.5 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围绕“法治化”“学生管理”

“高校”和“高校管理”这几个热点词为中心，逐渐向“管理法治化”“学

生权利”“依法治校”“大学生”“管理”等热点进行扩展延伸，并且热点



词之间的联系、综合研究的趋势逐渐凸显。从图 1.6 中我们可以看出，

关键词按照引用频次进行排序分别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高

校学生管理”“法治”“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学生权利”“高校学生”

“管理法治化”，引用频次分别为：202，201，164，93，59，45，44，27，

26，25。图 1.7 中，关键词按照中心频次排名分别为：“管理法治化”“学

生”“法律意识”“高校”“教育管理”“法治”“学生管理”“依法治校”

“职能职责”“高校学生”，中心频次分别为： 0.58， 0.37， 0.35， 0.33，

0.32， 0.27， 0.21， 0.21， 0.21， 0.20。

图 1.5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关键词分析图谱



图 1.6 关键词引用计数分析

图 1.7 关键词中心频次分析

从图 1.8 中，我们可以看出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十五年中关于高校学

生管理法治化的热点转换，2000— 2002 年为初步探索阶段，主要以学生

管理和对策为中心展开研究；2002— 2004 年为初步探索阶段，主要以法

治、大学生、学生权利、教育管理、管理法治化等为中心进行研究；2004—

2006 年为蓬勃发展阶段，主要以高校、法治化、依法治校、高等学校、

高校管理等为中心进行研究；2006— 2008 年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

以高校学生管理和管理为中心展开研究；2008—2010 年为拓展研究领域

阶段，主要以法律关系和听证制度为中心展开研究；2010—2012 年为拓

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高校学生和正当程序为中心进行研究； 2012—



2014 年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法律思维为中心展开研究。

图 1.8 关键词时间分布图

从图 1.5 和 1.7 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热

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研究主题明确，从图谱中我们明

显可以看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三个节点比较大，其他的节

点如法律关系、法制化等都较小，节点的大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节点的

大小代表着相关研究文献的多少。第二，混合交叉研究较多，从图谱 1.5

和 1.8 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节点与大节点之间、小节点与小节点之间、

大节点与小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着两个节点的关

键词进行过混合研究。第三，研究逐渐呈现多元化，在 2000— 2006 年主

要围绕“高校管理、依法治校、高校”等关键词进行研究，在 2006 年之

后开始逐渐出现了“法律关系、高校学生、法律思维”等新的热点词。

与此同时，我国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对国外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较少，在图谱中并未见到与国外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的关键词。其次，文献述评是对某方面的专题



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评述的一种学术论

文，文献综述能反映当前某一领域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新趋势、新动

态等，然而从图谱 1.5 和 1.7 可知，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文

献述评较少。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作者和产出机构

混合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 2000— 2015”，Time Slice 设为 2，Node

Type 选择 Author 和 Insti tution，TopN＝ 10 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

量排在 10 之后的作者和产出机构，仅使发文量排在前 10 的作者和产出

机构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 77，

连线数为 26，密度为 0.008 9 的作者和产出机构混合分析图谱（如图 1.9

所示）。CiteSpace 的统计结果表明，发文量排在前 5 的产出机构分别有：

广东商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四川理工

学院学报编辑部、上海政法学院，发文量依次为： 4， 4， 3， 3， 3。图

1.9 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作者和机构，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

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



图 1.9 作者和产出机构混合分析图谱

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

直径越大，表明发文量越多。作者和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

作关系，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

如，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它与周禹合作关系较为密切，第一

次合作的时间在 2008—2010 年，其他的节点依次类推。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现状评述

我国学术界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从 2000 年以

后，国内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也得到不断

丰富。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逐渐增多，

学者之间相互合作研究的趋势明显增加，并且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

究从围绕“法治化”“学生管理”“高校”和“高校管理”这几个热点词

为中心，逐渐向“管理法治化”“学生权利”“依法治校”“大学生”“管

理”等热点进行扩展延伸，并且热点词之间的联系、综合研究的趋势逐



渐凸显。总而言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正逐渐被更多学者所关

注，研究的主题和范围可以归纳为教育法制、学生权利、学生管理法治

化、依法治校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教育法制方面的研究。劳凯声梳理了改革开放后 30 年来，

教育法制建设的历程和趋势，特别强调了教育法制和高校管理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历经 30 年的教育法制建设，今天人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法

律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密切关系，然而要建立完备的法制，实现依法治

教的目的，我国的教育法制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完

善教育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如《学校法》

《成人教育法》《终身学习法》《考试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仍待进行；

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其中一些条文已经

过时，或者与变革中的新制度设计相抵触，因而面临着适时加以修订的

问题。
①
陶林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视角出发，认为教育法制的

价值取向应当包括保障教育自由、公平与效率并重、体现程序正义、“人

本位”四个方面，并通过加强民主，实现对话；融合教育追求与法制目

标；提高立法技术，重视话语实践；促进教育法律文化的形成等途径落

实教育法制建设。
②
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进程的深化是制约高等教育法治化

变革过程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国高校走向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依

法管理轨道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完善和优化教育法制，才能使高校学

生管理有法可依；只有教育法制建设与时俱进，才能发挥教育法制在高

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实效性。

第二，在学生权利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方面，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就权利救济的现状和经验着手，提出我

国普通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法治构建应当明确高校的定位，厘清高校与

学生的关系；构建学生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

展开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
③
另一方面，从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的角度出

① 劳凯声：《改革开放 30 年的教育法制建设》，载《教育研究》 2008 年第 11 期，
第 10 页。

② 陶琳：《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06 年学位论文，
第 119～ 145 页。

③ 贺宏斌等：《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法治化构建》，载《思想理论教育》2006 年第 5

期，第 69～ 70 页。



发，认为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学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学校管理权

与学生隐私权、学校管理权与学生救济权等矛盾和冲突，而平衡学校权

力和学生权利，关键在于建构学校权力运行与学生权利保护的内部和外

部的平衡机制。
①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主要关注以下

三个方面：① 是对关注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的定位，一般认为法律虽然

赋予高校一定的行政权力，但是没有明文规定高校实施的各种行为中哪

些属于行使了学校权力的行为，也没有将师生权益的行为纳入高校行政

权力行为当中。② 是对学生法律身份和学生权利的探究，一方面学生作

为自然人享受平等、公正、统一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学生享有学习的

权利、义务教育无偿化、教育机会公平等方面的受教育权。③ 是对学校

权利和学生权利冲突的分析，主要表现为高校管理权和学生受教育权、

隐私权、救济权等学生权利的冲突。

第三，在学生管理法治化方面的研究。有学者研究美国高校学生管

理的法治特点，认为法治化管理是其重要的特征，其特点有：学生管理

法规制度具有完善性、可操作性、适时调整性；具备严格的学生申诉制

度；学生管理机构下设专门而健全的法律咨询机构，以服务学生；管理

人员和学生具备强烈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知识，学校重视法律教育；学生

管理法治化程序严格。
②
有学者从法治化和程序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

学生管理应当构建一个正当程序体系，包括事情程序（事先通知、告知、

给予管理者相对人足够的时间准备辩护）、事中程序（说明理由、听取管

理相对人陈述和申辩、听证、做出决定）、事后程序（送达、告知管理相

对人救济途径和时效、报教育主管部门报备）。
③
另有学者对《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法治化思想做了分析，认为该规定首次明确了学

生权利和义务、对学生处理和违纪处分标准更加明确清晰、对学生违纪

处理程序更加规范、确立了学生权益救济制度，这些特点标志着高校对

① 吴回生：《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问题探析》，载《教育研究》 2008 年第 7 期，第
36 页。

② 方婷：《美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特点及启示》，载《高等农业教育》 2005 年
第 5 期，第 93～ 94 页。

③ 唐世龙，彭志忠：《论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和程序化》，载《求索》2005 年第 4

期，第 93～ 94 页。



学生的管理已经纳入法治轨道。
①
学界在学生管理法治化方面的研究，首

先厘清的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具备哪些属性，以此来判断高校的法治

化程度；其次着重关注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程序化；最后对我国颁布的法

律法规进行分析，明晰其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指导意义和作用，以

及完善和改进的方面。

第四，在依法治校方面的研究。有学者提出依法治校是把法律作为

管理学校的依据和最高权威之意，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教学、管

理和服务等方面；从管理空间来看，包括校园内管理和学校周边环境管

理；从管理范围来看，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另有学者在依法治校

的背景下，从管理制度的视角出发，认为高校应当通过确立以人为本、

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重新整肃规制；应对新的变化等方法和手段，对

学生管理法治化做出积极的调整。
②
另有学者针对高校依法治校中的问题

进行了调研，发现“人治”传统的深刻影响、依法办事观念未能深入人

心、高等教育法制的不完善加大了高校依法治校的难度，普法工作力度

不够等方面是影响高校依法治校的核心因素。
③
学界对依法治校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对依法治校本身的定义、特征、基本内容、意义和价值等进

行论述和研究，以及对依法治校现状和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并在此基础

上构建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学界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主题和范围主要涉及

教育法制、学生权利、学生管理法治化、依法治校等几个方面。而对高

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体现出多元化、主体明确、混合

交叉研究较多等特征；研究方法上运用思辨方法的较多，而运用定性研

究和定量研究的较少；研究取向上更加关注学生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学

生管理法治的程序化；在政策规定和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方面，更加注

重互构关系，注重政策后评估的作用和效果。

① 刘越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思考》，载《黑
龙江高教研究》 2005 年第 7 期，第 81 页。

② 张良毅，万建华：《坚持依法治校、维护学生权益—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探析》. 载
《江苏高教》 2005 年第 7 期，第 109 页。

③ 徐德刚：《高校依法治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载《湖南社会科学》 2005 年
第 3 期，第 62～ 63 页。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趋势

从目前学界研究的现状来看，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依法治校

的深入实践，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趋势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高校内部结构治理优化背景下对学生参与权利的研究；第二，法治中国

进程推进背景下通过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教育的紧迫性和路径的研

究；第三，学生权利救济渠道研究的深化。

具体而言，高校内部结构治理优化背景下对学生参与权利的研究将

会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向：第一，转向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研究，主要

针对提升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和发展促进法治化进程、如何建立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进行监控和调节等问题进行研

究；第二，转向对高校学生治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共治、以人为本、

差异性、新颖性、反思性、过程性等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第三，转向对

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研究，主要针对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理论、特征、

原则、价值和意义、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

法治中国进程推进背景下通过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教育的紧迫

性和路径的研究将会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向：第一，对我国教育法制建

设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法律法规在实

践中的适应性和适用性、顶层设计和基层反馈的体系构建、对教育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后评估；第二，学生法治教育与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之间

的网络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再单独关注课堂或学校中的法治教育，

而是关注国家法治化进程、高校法治化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与大学生的

法治教育的关联性以及如何全方位、大视角的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素养。

学生权利救济渠道研究的深化将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向：第一，

学生权利救济制度法治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听证制度、申诉制度、

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教育仲裁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第二，

学生权利救济程序法治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学生权利救济程序的理

论探究、原则和方法、实施途径和完善对策等方面的研究；第三，对司

法诉讼范围和学生权利诉求之间构建法治化机制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

如何司法诉讼范围的扩大，满足学生权利诉求多元化需求的研究，以及

对司法诉讼程序和学生申诉途径之间的耦合研究，此类研究主要解决学

生权利救济渠道畅通的问题。



此外，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在内容方面将更集中于对学生

权利诉求和保障的研究，并特别关注学生管理的程序正义问题，在研究

方法上将会通过多元化研究和混合交叉研究来更加明确学生管理法治化

的路径，尤其是基于实证调研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将会不断增多；在

研究范围方面，将会从单方面关注某个主体，而转向关注主体间的网络

关系，特别是在政策规定和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方面将会加强顶层设计

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

第三节 新媒体时代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现实境遇

当前，高校学生管理面临与以往不同的社会环境，这些内外部因素

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若

不能准确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要求，就很难构建适应当前高校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管理模式，也很难适应依法治校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变

革的要求。从实践来看，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学生权利

诉求多元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纵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等诸多影响，

相比之下，给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带来冲击最大的无疑是新媒体的兴

起。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人本性、意识形态性、目的性以及内容的规定性

等特征
①
，而这些特征又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密切相连。近年来，基于新技

术支撑产生的新媒体发展迅速，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媒介和文化整合

载体，新媒体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形式、内容、目标等产生了重

要影响。纵观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的变迁可以发现，无论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还是大学生发展的需要和诉求，均是基于

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只有通过有效的教育路径，将社会发展的需要内

化为自身的理想信念，从而和个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思想政

治教育的目标。面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形态的迫切要求，以

① 郑永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外延与规范》，载《教学与研究》 2014 年第
11 期。



及我国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正视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机遇与挑战，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机构、理顺学校部门职

责关系为切入点，进一步思考如何从教育形式、内容、理念、队伍建设

等方面创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新媒体：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代境遇

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媒体形态，它

以互联网、数字存储和移动通信为技术支撑，以网络论坛、手机报、博

客、微博、微信、数字电视为主要形态，是一种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

务的新兴媒体
①
。新媒体是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产物，当前新媒体技术

已经日趋成熟，新媒体终端逐渐普及、新媒体内容日益丰富、新媒体公

共平台建设的制度保障得到完善，高校学生作为拥有知识和创新精神的

一个群体，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对新媒体的依赖均逐渐增强。可以说，

在新媒体语境下，高校学生产生了许多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论

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均彰显出与以往不同的品质特征，这使我们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正视新媒体发展这一当代境遇，适应时代发展变

革的需要，才能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新媒体本质上属于信息传播工具的创新，但由于他突破了对空间和

时间的限制，使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途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媒体所具有

的交互性、即时性、海量性、超文本、个性化、群体化等特征，使其在

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

具体而言，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影响在于：第一，

新媒体突破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体系的制度瓶颈，使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机制扁平化运行成为可能。在新媒体技术支撑下，高校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对制度依赖的强度减弱，以

往许多制度产生的信息滞后、反映缓慢等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思想政治

① 叶燊：《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念创新研究》，载《伦理学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教育工作运行机制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第二，新媒体活泼的信息传播形

式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新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载体，

其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可以满足当前高校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教育

需求，通过自主选择和互动合作，在教学情境中实现思想升华。新媒体

技术下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拥有海量化的资源信息，能满足学生不

同的教育需要，学生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也能进一步丰富其德育实践，

锻炼其对假恶丑的辨别能力。第三，新媒体改变了高校学生接受信息与

传递信息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民主意识、合作精神和参与观念。

当大学生“遇上”新媒体后，特别是在虚拟网络空间中，他们因剥离了

社会身份和附加属性，其交流变得更为隐蔽和自由，言论和表达也会异

常活跃和流畅
①
。在新媒体的虚拟空间环境下，大学生表达自身观点的自

由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民主意识、合作精神和参与观念都得到极大提

升，加上心理戒备已经降低，这有利于准确把握学生思想变化状态，及

时做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针。

但是，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新媒体创设的话语环境中，

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关系、话语内容、话语输出理念和话语表达方式受

到挑战
②
。在新媒体创设的话语体系中，以往单向性、一元化的话语表达

方式被交互性、多元化的话语表达方式所取代，这就造成了新媒体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师精英位置的丧失和思政话语表达规律的转

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即学生更倾向于对

话语平等、尊重个性、价值多元等的追求。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具

有意识形态性，在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垄断地位被打破，

传统社会，教师把控话语权的不对称性交流方式被稀释，高校作为相关

话语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地位逐渐动摇。有学者就此提出，网络对传统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消解表现在教师主体地位被削弱，而学生

主体地位上升
③
。但事实证明，新媒体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① 叶燊：《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念创新研究》，载《伦理学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② 熊建生，李小红：《新媒体境遇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载《学校党建与思
想教育》 2014 年第 6 期。

③ 周海燕，黄杨：《网络视阈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载《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0 期。



新载体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高校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履行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平台；同时，在新媒体语境下，高校学生之间

的交流更加便捷和平凡，朋辈教育成为其思想政治观念形成的重要影响

因素。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已经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必须客观看待当前的工作境遇，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

症下药，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二、碎片化：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实践困境

新媒体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那么当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怎样面对这一挑战的呢？我们认为，尽管许多高校

已经意识到新媒体对思政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并积极通过各种新媒体渠

道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师生交流平台、信息传播平台，但是总体上，当前

高校基于新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处于“碎片化”的状态，教育实

效没有得到提高。“碎片化”是新媒体下信息生产、传播、交换和消费的

典型特征，其表现为信息的零碎性、需求的发散性、消费的短暂性以及

传播的多元性。信息的零碎性即新媒体拥有海量的、多样的信息内容，

造成受众选择的困难；需求的发散性即新媒体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呈现多

样化的特征，且难以协调整合；消费的短暂性即指新媒体信息变化快速，

受众消费更倾向于具有创新性、时效性和带来感官刺激的新鲜事物，消

费行为难以持久；传播的多元性即指新媒体语境下信息传播的渠道多元，

在传播渠道上难以把控。

“碎片化”是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主要实

践困境，其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中若要发挥积极影响，需

要进一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在队伍建设上，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

观念多元化，难以达成共识，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面临新

的挑战。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正朝着专业化方向

发展，包括党、政、工、团等高校各系统思政队伍专职人员承担着最主

要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集思想性、

政治性和专业性为一体的教育教学活动，思政队伍的思想观念、政治素



质和工作态度显得尤为重要。2000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 年中央 16 号文件及相关

配套文件等均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但在新媒体时代，思政队伍建设专业化还涉及教师教育观念，这也是当

前难以统一的队伍建设问题，主要是因为思政教师对新媒体在高校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属于“主”或“从”地位的争议较大，思想认识不

统一。新媒体本身作为思想政治载体，有其弊端和不足，倾向于传统教

育方式的教师更乐于利用传统教育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将新媒体

作为“辅助”。例如，将学校网站作为摆设，不仅内容单调，而且安全性

较低。倾向于新媒体方式的教师更乐于利用新媒体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在新媒体技术开发、内容更新等方面花费许多精力，出于对新媒体

的信任和依赖，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许多高校在优秀学生评选中增

加了网络投票环节，个别学生为了获取一定票数而弄虚作假，新媒体在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被误读。因此可以说，新媒体语境下高校思

想政治队伍专业化建设必须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新媒体教育观念，不能

回避或者夸大其教育功能。新媒体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当积极有效

的载体作用，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主要还是要依靠教师有

效的教育方式和具有说服力的教育内容。

二是在教育内容上，新媒体推动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后喻文

化”的形成，信息流通渠道扁平化，教师的知识权威性受到挑战。米德

在《文化与承诺》中提出了“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

时代”的时代划分。所谓“后喻文化”，就是年轻人因为对新观念、新科

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

他们的晚辈学习。在新媒体的技术运用上，这点表现得十分明显，许多

思想政治教师对新媒体的掌握程度远不及“ 90 后”学生，这就造成了在

新媒体语境下新信息的获取能力上学生占优的倒置现象，教师知识权威

性在新媒体时代被削弱。同时，由于学生掌握新媒体信息的海量性和多

元化，也就将学生的需求进一步细化。学生因新媒体聚集在一起的兴趣

点同样是碎片化的，统一的话语体系在新媒体语境下并不存在，信仰危

机在高校学生中有蔓延趋势。这就对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困扰，深

感教育工作力不从心，因为教师即使加强学习也难以了解这么多信息，

知识权威性的地位无法得到巩固。



三是在管理机制上，新媒体推动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

的改革，但难以实现不同机构间的合作与共赢。新媒体在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管理机制中运行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近年来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机制中非常重视对这些载体的运用。例如，开通 BBS、开设微信

公众号、QQ 群、举办网络公开课、编写手机杂志等，利用高校学生喜

闻乐见的交流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高

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并没有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新媒体技术问

题的解决，也并没有给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带来机遇。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管理机制上，如何面对新媒体这一思想政治载体，

整合教育资源，实现不同机制间的合作与共赢，始终是难以攻克的难题。

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包括“主渠道”和“微循环”，前者在

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后者起着配合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主渠道，而师生交往、专业课学习、学

生社团、校园文化活动等则构成微循环
①
。我们认为，尽管不同学校因办

学方针、制度环境、学校文化的差异，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

结构、开展形式等方面有一些区别，但是通常情况下，高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均不是学校内部某个行政化机构或者教学机构独立承担的，

甚至不仅仅是学校正式组织结构的事情，非正式组织也充当着重要的角

色，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难有主次之

分，需要不同教育机制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提高教育的整体效率。

如何打破不同教育机制组织层面的制度壁垒，形成激发思想政治教师合

作共赢的内驱力则成为破解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机制

困境的客观难题。

三、协同机制：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优化的

对策思考

思想政治（简称“思政”）教育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

双重契合这一逻辑起点，应该基于人的发展的基本要求选择有效的教育

① 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与微循环》，载《思想理论教育》2014 年第 9

期。



方式和科学的教育内容，实现将社会发展需要内化为个体的内在精神品

质。它既是高校学生自我调节的内在心理机制的完善，也是高校学生教

育实践外在的制约、引导、激励机制的健全。因此，适应新媒体时代社

会变革的发展趋势，以及高校学生学习特征，构建目标明确、内容科学、

途径有效、载体便捷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显得十分重要。正如

前面提到，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碎片化的现实困境，

这对思政工作机制的队伍建设、内容选择、机构整合均提出了严峻挑战。

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有效方式对思政队伍、思政内容、思

政机构进行协调整合，构建适应新媒体发展需要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协同机制。

（一）构建高校思政教师队伍价值理念整合协同机制

针对高校思政队伍教师专业化建设的困境，应重点构建价值理念整

合协同机制，形成教师对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基本

共识。思政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共识是新媒体时代开展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保障，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已得到广大思政队

伍教师的普遍认可，对其教育目标和教育价值并无较大争议。出现价值

理念理解多元化，只是对新媒体载体功能的认识不一致以及对当前高校

学生思想意识特点认识不同造成的。克服这一分歧的关键就是构建价值

理念整合协同机制，让广大思政教师充分认识到，新媒体作为传统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的发展和延伸，具有自身的独特作用，它促进了

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和教育观念的革新。要做到这个要求，一方面，应引

导高校思政教师队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融入新媒体教学环境，针对教

师普遍对新媒体载体呈现信息缺乏关注兴趣的问题，从更新内容、吸引

关注入手，让教师逐渐明白新媒体与传统教育路径的有效结合能在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能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媒体

作为信息载体传播功能的作用，为教师开展教学、科研提供高效服务，

通过对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让其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熟练运用新媒体技

术，从而从繁重的板书、批改作业和个别指导中解放出来，提升教师工

作的质量，使其逐渐认识到新媒体的独特优势。



（二）构建教育资源整合协同机制，增强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针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流通渠道扁平化，教师权威

性受到挑战这一困境，应重点构建教育资源整合协同机制，增强教师应

对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教学能力。一方面，新

媒体时代教育信息资源具有海量性的特征，因为时间和教育条件的限制，

高校思政教师并不能全面把握这些信息，但是思政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具有高度的认同，通过互动交流分享资料和教学经验是可行的，通

过完善新媒体这一思政教育载体，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的教育资源汇集协同机制和新媒体舆情讨论机制，发挥每一位教师在教

育资源收集、处理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适应学生学习的现实需

要；另一方面，高校思政教师还需要提升媒介素养，革新教育理念，适

应新媒体语境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和新局面。这是因

为新媒体时代师生交流的互动性和平等性得到彰显，在许多教育资源的

获取上和对问题的认识上学生可能会有自己的优势和独特的理解，传统

教育环境下教师的知识传授功能明显弱化，因此，这对教师教育教学能

力的提升与转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政教师更

应将自身的教育教学价值定位在分享、交流，从而实现引导这一逻辑上

来，以内容的丰富性、理论的感染性提升教育实效，允许学生质疑、创

新，在讨论和交流中升华学生的思想，而不是站在知识权威的角度，维

系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教育模式。

（三）构建思政教育机构权力与利益整合协同机制

新媒体作为一种教育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形式或工具意义，但是

绝不能让形式遮蔽或掩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或内涵。在新媒体时代，

思政教育相关机构仍然应承担主要的教育职责。针对高校思政机构各自

为政，管理呈现碎片化的低效率状态，应重点构建权力与利益整合协同

机制，实现不同机构间的合作与共赢，合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是学校党委领导、教育部门共同负责、

社会与学生积极参与的运行机制，学校各部门、各社团组织和学生组织

是协同合作的关系。但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取得的一切，都和



他们的利益相关
①
。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相比，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制度明显滞后，相关部门权力与利益整合的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

来。这就导致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同部门各自为政，既浪费

教育资源，又难以达到实际效果。我们认为，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中，不同机构和组织具有不同的教育职能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越复杂，越需要不同机构的协同合作。一方面，需要我们成立高校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负责并整合不同教育力量，构建不

同机构协同工作的共同话语体系，形成部门间、网上与网下、正式组织

与非正式组织间的全面合作、相互配合；另一方面，还需要改进现有评价

机制，为思想政治教育机构的权力与利益整合协同机制提供监督和激励制

度保障。构建协同机制是对传统管理制度的创新，是整合不同权力和利益

的新的组织形态，这对原有组织体系和行为方式必然造成一定冲击。它不

仅强调多部门协同，也注重多学科、多要素配合，因此，强调通过建立健

全监督激励等评价机制，对协调不同利益，整合教育资源，最终实现不同

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合力作用，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研究的内容框架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理解为专指高校学生的管

理工作以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

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充分保障和实

现学生受教育的权利。由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内涵丰富而且外延

广泛，因此本研究中，我们结合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进程、现实

境遇，从高校学生管理法律规范体系、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实施体系（包

括权利救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监督三个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内

容框架设计如下：

第一部分是讨论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条件。我们从

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变迁这一视角，一方面，讨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

化的历史性生成问题，力图从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及实践中探寻值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 版，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2 页。



得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法治化变革借鉴和参考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

既有制度形成过程中积累的制度借鉴和传承，也有高校学生管理历史过

程中积累的观念和习惯经验；既有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发现的管理学意

义上的管理科学化的技术手段等知识，也有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发展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统一的得到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另一方

面，讨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发展的社会条件需要对当前高校学生

管理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审视，这也是把握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变

迁方向的重要环节。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教育

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的变化，同时这一时期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和增

加、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加之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

对我们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正确

认识中国社会转型及教育现代化的现实境遇，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

化得以存在和推进的社会基础条件，不能正视这些条件，高校学生管理

工作法治化就只是无源之水，难以实现。

第二部分是讨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专业性的问题，不是随意的主观感觉和经验积累，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专业性的形成是依托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

相关理论的发展，在事件中检验和整合最终形成的。这些理论知识对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后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

化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共同的理论基础，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

化提供了实践和理论依据。这一部分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一是高校学生管

理的理论依托问题，包括学生发展理论、人本主义理论、教育治理理论

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视域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

变革等；二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理反思，这涉及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中学校的法律地位问题，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问题、高校学生的权利

与义务问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特征等基本问题。

第三部分是讨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实践问题。我们认为，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反映在实践层面，主要是由法律规范体系、法

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构成的。这个体系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法治体系的主体构成要素，他们之间有机连接，也和

高校内外部法律系统相互照应，形成高等教育法治化统一协调整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根据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现状、问题、原因进行



分析，最后设计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具体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