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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格理论视域中的大学辅导员工作策略

何　群，　李　军，　付云岭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从研究管理的有效性出发，“管理方格理论”提出了五种典型管理方式。受这一理

论启示，大学辅导员对学生的管理教育工作也有五种典型方式。在辅导员的这五种典型管理

方式中，最有效、最理想的是９．９式管理方式，这种风格的管理在高度重视学校规章制度的同

时全身心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在９．９式管理方式理论的指导下，辅导员工作策略是：制度

化管理要把握“宽”与“严”相济，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要讲究“情”与“理”的结合，坚持原则；尊
重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加强班级工作策略文化建设，注重集体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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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学生人格的继续成长和完善而言，作

为“学生的贴心人、亲人、引路人”的辅导员起着非

常独特的作用。［１］辅导员如何通过有效的 管 理 方

法和育人手段去影响学生的成长，促进学生的人

格成熟，是大学生教育培养中值得探索的重要课

题之一。

　　一、管理方格理论

管理方格理论是美国已故心理学家、行 为 科

学家罗伯特·布 莱 克 （ＲｏｂｅｒｔＲ．Ｂｌａｋｅ）和 简·
莫顿（Ｊａｎｅ　Ｓ．Ｍｏｕｔｏｎ）两人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合著

《管理方格》中 首 次 提 出，后 历 经 修 改 完 善，直 到

１９７８年合著《新管理方格理论》的出版，标志着这

一理论的成熟。布莱克和莫顿的这一理论主要研

究企业管理方式的有效性问题。他们认为，在企

业管理实践中决定管理成败、管理有效性的最重

要因素是管理者的两个态度（或两个关注度）及其

关系：其一是对被管理者的人本关注；其二是对工

作任务、工作目标的关注。并且他们以这两个关

注度在管理过程中的占比为依据，将企业管理方

式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这些管理方式的成败优

劣。布氏和莫氏（指罗伯特·布莱克和简·莫顿，
下面将不再注出）还将这些内容形象的体现在独

创的方格坐标中，如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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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布莱克和莫顿的管理方格图

图１的横轴表示对工作任务、生产目 标 的 关

注程度，从 左 到 右 用１到９标 注，表 示 对 工 作 任

务、生产目标的关注程度依次递增，１为关注度最

小，９为关注度最大。纵轴表示管理者对被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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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本关注程度，即关注员工的需要、个人发展、
在企业里的感 受 等 方 面，从 下 到 上 也 用 从１到９
标注，１代表对被管理者的人本关注度最低，９代

表对被管理者的人本关注度最高。这样一来，纵、
横结合就形成了８１个方格，每一个方格代表一种

管理方式。在布氏和莫氏看来，典型的管理方式

有五 种，分 别 是 图１中 的１．１、９．１、１．９、５．５、

９．９式。
布氏和莫氏还分别评述了这五种管 理 方 式、

管理风格的成败得失。在他们看来：

１．１式：管 理 者 既 不 关 心 生 产 目 标、工 作 任

务，也不关心被管理者的个人发展、个人感受、个

人需求，基本上是一种无管理的管理、“放羊式”管
理。他们认为，这样的管理是一种最失败、最不称

职 的 管 理，这 种 管 理 方 式 每 个 企 业 都 需 要 极 力

规避。

９．１式：管 理 者 只 关 心 生 产 目 标、工 作 任 务，
很少关心被管理者的个人需要、个人感受、个人发

展。这是一种独裁式的管理，管理者具有极大的

权威，被管理者只能被动服从。布氏和莫氏认为，
这种管理方式在短期内或许可以奏效，但长远看

来不利于企业发展。

１．９式：管理者只关心被管理者的个人感受、
个人需要，很少关心工作任务、生产目标。这种风

格的管理者一团和气，甘当被管理者的忠实服务

者，对 自 己 作 为 管 理 者 的 监 督、指 挥 职 责 履 行 不

够，甚至对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也重视不够。所

以这样的管理显然也不理想。

５．５式：管理者既关心被管理者的人本问题，
又关心团队的生产目标、工作任务，但关心的程度

都不是全身心的，只求维持一种中庸的、不前不后

的工作状态，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管理

风格。布氏和莫氏认为，这样的管理方式也不是

一种理想的管理方式。

９．９式：在 布 氏 和 莫 氏 看 来，最 理 想、最 有 效

的管理方式应该是９．９式管理。具有这种风格的

管理者不但高度关心团队的生产目标，而且全身

心关心被管理者的个人发展、个人感受；将对生产

目标、工作任务的关心与对被管理者的人本关心

有机结合起来，在工作中关心人，在关心人的过程

中实现生产目标。这样的管理方式能最大限度地

调动被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能有效激发被管理

者的聪明才智。所以，他们得出这样的管理方式

是最佳的，也是最有效的。

　　 二、管理方格理论在辅导员工作中的

表现

　　“管理方格理论”精辟地指出了管理的核心与

重点，深刻地揭示了各类管理的共同规律，因此，
已经在形 形 色 色 的 管 理 实 践 中 起 到 了 巨 大 的 作

用。当然，作为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中也脱离不开五种表现。

　　 （一）９．１型管理方式在辅导员工作中

的表现

　　９．１型 管 理 方 式 在 辅 导 员 教 育 管 理 过 程 中，
只重视规章制度以及领导下达的任务，很少关注

学生的感受、成长和发展，认为只要严格按照规章

制度办事，认真完成学校领导下达的任务，辅导员

的工作 也 就 结 束 了。这 类 辅 导 员 眼 睛 里 只 有 制

度、只有任务、只有领导，唯独没有学生。眼 睛 里

没有学生的辅导员不大可能团结、感召、说服学生

与他一起心情愉快地完成各种任务，因此这样的

管理是 一 种 压 服 式 的、专 制 式 的、一 言 堂 式 的

管理。

　　 （二）１．９型管理方式在辅导员工作中

的表现

　　１．９式管理方式的辅导员就是一个慈眉善目

的“保姆”。擅长１．９式管理的辅导员意味着只关

注学生的感受与成长发展，只注意与学生联络感

情，“打成一片”，很少顾及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学生

学业任务，主动放弃自己做为一个老师应有的监

督、管理责任，甚至有意无意帮助学生规避学校相

关制度的约束与惩罚。这样的辅导员故然很受学

生欢迎，但俗话说的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是

爱宽是害，长远来看这样的管理是不利于学生的

成长与发展的。

　　（三）５．５型管理方式在辅导员工作中

的表现

　　５．５式管理方式意味着既关注学校规章制度

又不忽视学生的成长发展，但对学生和对制度的

关注都不是全身心的，不是建设性的，不是主动出

击型的，而是一种被动的、以维持工作正常运转为

最高目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思进取的管

理态度。这种保守而又平庸的管理方式虽然相对

稳妥，少出问题，但也少有成绩，少有突 破。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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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问卷调查得出，这种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的辅导员恰恰是当今大学辅导员中的主流，

是大多数。［３］

　　 （四）１．１型管理方式在辅导员工作中

的表现

　　１．１式管理方式的辅导员就是既完全不关心

学生的成长，又完全不关心学校的规章制度，是一

种完全放弃自己职责的极端管理态度。因此，１．１
式管理就是一种不合格的管理方式，这种类型在

辅导员队伍中还是个别现象。

　　（五）９．９型管理方式在辅导员工作中

的表现

　　９．９型管理方式的辅导员，高度 重 视 学 生 的

成长与发展，能做到因材施教，一切管理与教育工

作都 从 学 生 实 际 出 发，针 对 学 生 的 个 性，扬 长 避

短，寓 教 于 乐，在 高 效 完 成 任 务 的 过 程 中 教 育 学

生；严格坚持学校的管理制度，不会成为一团和气

的“和事佬”，也不会因人情、因私欲而损害学生的

利益，进而影响管理教育效果。面对形形色色的

大学生，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学生，尽心尽力，做
到最好；面对“有问题”或“无问题”的大学生时，做
到“在日常教育中，要注意优化自己的教育策略，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成长为本，以爱的传递为媒

介，既突出教育的管理控制功能，更突出教育的感

化育人功能”。［４］

　　三、９．９式管理方式与高校辅导员工作

策略

　　可见，在辅导员管理工作中，９．１型、１．９型、

５．５型、１．１型 该 规 避，９．９型 该 提 倡。采 用９．９
型管理方式的辅导员以人为本，尊重学生，在执行

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时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生

理、个性特点，能将人性化管理与制度化管理有机

结合起来，对人的关注度达到最大值———“９”。从

对目标任务的关注上，采用９．９型管理方式的辅

导员，注重个体差异特性，从做好不同类型同学的

思想工作入手，争取团队进步，能将团队的发展目

标与个人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从而对任务目标

的关注度也能达到最大值———“９”。具体而言，大
学辅导员的管理工作要达到９．９型境界，需要采

取以下四方面的策略。

　　 （一）“宽”、“严”相济，以人为本

制度化管理 是 依 法 治 校 的 必 然 要 求，“没 有

规矩、不成方圆”，各种规章制度是辅导员规范化

管理的依据，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制度保障。在

制度设计上，不要事无巨细地规定到每一个环节，
要适当放宽大学生学习、生活的自由度。大学生

属于成年人，应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约

束能力，培养责任心和纪律意识。在牵涉学生利

益的事情上要严格按照各项制度的规定，对照各

项条件和程序落实，要防止在落实制度上的随意

性，保障学生利益不受侵害，杜绝不公平和徇私现

象的发生。在学生违反相关制度现象发生后，辅

导员思想工作要及时跟上，要给其讲清楚问题的

严重性，在处理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违反规章

制度动机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初犯还是屡教不改，
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原则，进行宽大人性化

处理，不能一棍子打死，简单处理。

　　（二）“情”、“理”结合，坚持原则

人性化管理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体现得越来

越重要，在几个关键阶段辅导员要充当好服务员，
提供全方位的人性化服 务。比 如，在 新 生 报 到 期

间，要从宿舍卫生打扫到接待方案，都要提前做好

慎密的计划和准备；在毕业求职期间，做好职业指

导工作；当学生遇到感情问题时要做学生 的 引 导

员，主动靠前，换位思考，认真开导，尽力使其放下

包袱。在以“情”管理教育学生同时，辅导员不能因

爱生如子成为了学生的保姆，要理性地爱学生；在
学生发生问题时坚决不姑息，要坚持制度 的 原 则

性；在对学生的关爱上，更多的是教会做人做事的

人文关怀，不是无原则的保姆式管理，“要注重实现

人性化管理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自我成长。”［５］

　　 （三）尊重个性，因材施教

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个人成长的环境经历各不

相同，受教育和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因此，学生

的思想觉悟参差不齐，价值取向多样，个人兴趣各

异，学习基础有别，智力水平各别，性格差异明显，
家庭经济不一。面对各种问题和差异，辅导员在关

注集体成长的同时，要尊重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
在采取一致化教育管理的同时，要因人而异，拿出

解决方案，通过个 别 谈 心、个 别 指 导，做 到 因 材 施

教，要开发个体潜能，满足他们发展需要。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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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折学生的指导上，除了经常加以关注外，还要

通过深度谈心交流，发掘他的优点所在，帮助他扬

长避短，并尽力提供机会展示他的优点，让他重拾

信心。在对贫困生的指导上，“助学是手段，育人是

目的。”［６］要把各类资助和勤工助学政策在入学教

育时就介绍清楚，特别要讲清楚资助政策中对学习

和表现的基本要求，让他励志奋斗有方向，克服困

难有信心，彻底放下入学前的心理包袱。

　　 （四）加强班级建设，注重集体教育

班集体是高校的“细胞”，是管理工作的基层

单位，辅导员在所带学生人数多的情况下，要想做

到教育不缺位，管理无漏洞，就要重视班集体建设

这个抓手，强化班集体文化建设。班级文化建设

就是班风、学风、宿舍文化建设。在班风 建 设 上，
要紧紧抓住两支队伍不放，一是班干部队伍，二是

党员队 伍。要 加 强 班 干 部 的 领 导 管 理 能 力 的 培

训，对工作方法要言传身教，加强他们的责任心，
培养激发学生的团队意识、大局意识、秩序意识。
加强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在学风建设上，要督促班干部做好考勤和自

习制度的落实，加强诚信考试的考风考纪教育；在

入党和评先评优评助等工作中，要突出学习的重

要因素；“努力帮助大学生选树合适的榜样，促进

大学生健康成长。”［７］多组织各类学习榜样经验交

流会，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在宿舍文化建设上，
要注重日常养成培养，加强宿舍成员间的“家庭”
情感 支 撑 的 引 导，形 成 团 结 和 谐、健 康 向 上 的 舍

风。通过加 强 班 集 文 化 建 设，形 成 班 风 正、学 风

浓、舍风暧的集体风气，让每位同学在班集文化的

熏陶下共同进步，集体成长。这样的集体既有利

于对“问题大学生”的转化教育，又有利于培养高

素质的大学生。

　　 四、结论

通过在“管理方格理论”视域下对辅导员工作

方式进行分析，辅导员工作要想做的精细，要想卓

有成效，专制式的９．１式管理风格要不得，保姆式

的１．９式管理也要不得，平庸的５．５式也不是好

的选择，只有９．９式管理风格才是辅导员的最高

境界。要实现９．９式管理方式，高校辅导员辅导

员要讲究工作策略，具体讲就是要以人为本，制度

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因材施教，将个体健

康成长与集体共同进步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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