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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具备的。 而过度强调“以就业为导向”，必然导致在课程设

置上尽量压缩人文类课程，或将其改为选修，甚至取消。
二、“人文素质教育”环境的缺失

我对“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进行问卷调查，选取了一至

三年级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其

中理工类学生占60%，文科类学生占25%，艺术类学生占15%；
一年级占60%，二年级占30%，三年级占10%。 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90份。 问卷的设计按学生对学校实施

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效果、校园文化所作出的评

价、提出的需求与建议，以及学生人文知识、人文精神状况等

几个方面进行问题设置， 旨在全面了解个案学校的人文素质

教育的现状。
（一）高职生对“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理解和态度。
10.2%的学生选择 “听说过， 并有兴趣进行主动学习”，

67.5%的表示“听说过，但不感兴趣”，22%选择“没听说过”。 这

表明绝大多数高职生不了解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 也没有兴

趣了解。
（二）高职生对“人文素质教育”学习方法的理解和态度。
对人文课程的态度上，12.3%的学生认为 “学习政治理论

课和思想品德课很有必要”，56.7%认为 “有必要”，19.1%表示

“可有可无”，11.9%表示“没有必要”或“很没必要”。 对于“对待

政治或语文这样的公共基础课考试”这一问题，10.8%选择“平

时掌握，可以考好”，82%选择“临阵磨枪，过关就行”，只有7.2%
选择 “无所谓”。 关于 “你喜欢学习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吗?”，
50.3%的学生选择“喜欢”，3.3%选择“不喜欢”，46.4%学生选择

“一般”。由此可以看出，高职生对人文课程学习态度并不积极。
（三）高职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学习、了解途径。
36%的学生选择“图书馆”，52%选择“网络”，12%选择“课

堂上”。
（四）高职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学习效果。
在人文知识和技能方面，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事件“双

十协定”，只有20%的学生回答正确，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清圣

祖是谁”，却有83%的回答正确。 对于“音乐、文学、绘画的特征

的掌握程度”，36%的学生选择 “了解”，59.20%选择 “知道一

点”。 对于绘画和文学作品和作者连线这题，82%的学生知道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作者是杜甫（此诗出现在高中及部分高

职语文教材中），21%知道《日出》的作者是莫奈，60.8%知道《班

主任》的作者是刘心武，13.8%能答出“八大山人”是朱耷，36%
答对《二泉映月》的作者是阿炳。 33%的学生选择“经常向学校

广播站、校园刊物或板报投过原创稿件”。 从被调查的情况来

看，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艺术方面和沟通协作等方面的技能

有待提高。
关于价值观、道德、人生态度方面，在给出的选项中（可多

选），对于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82%的学生选择“遵守商业

道德，诚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石”，26.2%认为“来而不

往非礼也， 对方讲诚信， 我才讲诚信”，89%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 从调查情况来看，多数学生有责任感，讲诚信，这对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校园文化环境、文化氛围对“人文素

质教育”有指导作用。
三、“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发现“人文素质教育”在当下高职院

校中位置较为尴尬。 对此，我提出几点解决措施。
（一）在课程设置上的改变。
既然“就业导向”不容“置疑”，专业课与顶岗实习是课程

设置的重点关照对象，那么，能否尽量在公共选修课中大量增

加与“人文素质教育”相关的课程？ 但前提是此类课程不以是

否为专业拓展领域作唯一参考标准。
进一步加大课时量，严格考核方式。 就上述调查而言，不

是每周2—4课时就能够使现状有较大改观。 课外活动时间与

每周5个晚自习是展开“人文素质教育”较为理想的阵地。
（二）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
在全国上下一致开展“反三俗”及“唱红打黑”活动中，校

园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 一定要广泛深入做好正确

的舆论导向。 充分利用共青团组织、学生社团、学校广播站、校

园刊物、宣传栏等，在各种形式、场合，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相

关的活动，而不是成为被动的“维稳”工具。
（三）管理者素质的提高。
学生管理在现有的状态下，直接责任人一般是辅导员（或

班主任）。 学校不同，岗位设置也不同。 有的是每系一人，有的

是各系每年级一人，有的是每班一人，还有分男女生设置的。
通过个别访谈法，了解到部分辅导员（班主任）自身的人

文素质有待提高。 并不是说他们工作态度、 工作能力有问题

（有个别的工作态度确有问题）， 而是在工作方法上体现不出

学生管理者应有的人文素质。
（四）未完成的“实验”。
通过举办“兴趣小组”，主要采用“围棋”、“中国象棋”作为

实验内容，因为两者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
两种主体思想，并有较强的益智性和竞技性，而且方式多样，
既可采用“一对一”，又可采用“满堂灌”，也不排除网络手段。
缺点是进度较慢。 它要求掌握一定的技术（棋力）后，才能对形

而上的内容有深刻理解。
目前该实验只对一届（两年，第三年学生任务较多，无法

参与）学生进行培养。 在163人（两组）中只有49人达到预期目

标，合格率为3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以后的实验中，

我将调整思路、方法，改进手段，为“人文素质教育”工作作进

一步深入、扎实的探索。

摘 要： 科 研 水 平 是 高 校 的 核 心 竞 争 力，高 校 基 层 科 研

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关系到高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为更好地从

事科研管理工作，基层科研管理者应学习周恩来精神，提高服

务意识，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服务，为学校科研工作服务。
关键词： 周恩来精神 高校基层科研管理者 服务意识

周恩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和外交

家，功勋卓著，精神崇高，风范照人，为后人树立了一代楷模的

光辉形象。 周恩来在一生的革命事业中，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于一身， 形成了鲜明的富有民族特

色和共产党人活力的崇高精神， 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周恩来精神既崇高又朴实，具有持久而强大的魅力。 它不

仅在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且在当代对

于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怎样工作等方面给人们以教育与启示。
高校科研管理是一项集组织、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工作。

基层科研管理工作是科研管理工作的基础， 做好基层科研管

学习周恩来精神，增强高校基层科研管理者服务意识

（淮阴师范学院 科技处 社科处 高教中心，江苏 淮安 223300）

杭国荣

○ 高教高职研究

193



周刊2011年第46期

理工作，对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保证科研任务的落实，
促进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层科研管理者

作为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者， 在整个科研管理过程

中起承上启下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形

势下， 周恩来精神激励和引导着高校基层科研管理者树立服

务的理念，努力做好科研管理工作。 高校基层科研管理者要学

习周恩来甘当公仆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求真务实精神、和合

协作精神、民主平等精神、勇于创新精神、严于律己精神和无

私奉献精神，提高服务意识，创造条件为科研人员服务，为科

研工作服务。
一、学习周恩来甘当公仆精神，树立宗旨意识

甘当公仆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它是周

恩来精神的核心。 周总理一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直至生命的最

后一刻，是共产党人甘当公仆的典范。 甘当公仆精神是高校基

层科研管理者价值追求的最高准则。
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也是一项服务性的工作， 其特点是在

管理中提供服务，在服务中做好管理。 因此，高校科研管理必

须提倡宗旨意识， 要求基层科研管理者学习周恩来甘当公仆

的精神，做好科研人员的公仆，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服务。 在

科研管理工作中， 基层科研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服务工作的

重要性，树立服务第一的意识，把自己定位成服务者，把科研

人员当作服务对象，以科研人员满意为最高要求，竭诚为科研

人员服务。 此外，还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爱岗敬业，不怕

困难，虚心请教，锐意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二、学习周恩来积极进取精神，提高服务水平

周总理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崇尚理想、坚定信念、不断进

取的一生，而积极进取精神，是做好高校基层科研管理工作的

必由之路，是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力量源泉。
随着高校管理模式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科研管理者

要更新管理理念， 实现由单一的行政化管理向管理服务型的

转变。 同时，对基层科研管理者的知识结构和管理服务水平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基层科研管理者与时俱进，积极进取，
自觉地挑战自我；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不断创新；
坚持不懈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做

好科研管理工作的智慧和能力，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应对新

挑战、增强新本领、开创新局面。
三、学习周恩来求真务实精神，强化服务意识

周总理的一生是求真务实的一生， 他注重实际， 躬行实

践，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对事业极端负责。 求真务实精神

是做好高校基层科研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
科研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历史使命的工作， 既服务于科

研人员的科学研究，又服务于党的方针和政策；既要管好科研

人才队伍，使其多出成果，又要管好国家的经费投入，得到相

应的回报。 因此，科研管理要求科学、客观、实事求是，切忌华

而不实、好大喜功、脱离实际。 在科研管理中，基层科研管理者

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统筹兼顾、 循序渐进的工作思

路，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要牢记自己岗位应承担

的责任，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全心全意地为科研人

员服务；要把科研管理工作当作事业干，实事求是地观察处理

工作中的一切问题，要不唯上、不唯虚、只唯实。
四、学习周恩来和合协作精神，营造和谐的服务氛围

周恩来襟怀博大，立志广交朋友，善于协作，精于合力，力

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和合协作精神，是做好基层科研管

理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条件。
基层科研管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要做好这项工

作， 基层科研管理者要具有和合协作的精神和沟通协调的能

力。 在科研管理工作中， 基层科研管理者要以自己得当的言

行、规范的举止、诚恳的态度、善良的心愿处理好与领导、同事

和科研人员之间的关系，不断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科研管理

人员在细化分工的同时，还应具有合作精神，相互补充，相互

协助，使科研管理工作整体上正常、顺利地运转。 基层科研管

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起着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作用，必须拥有

良好的沟通能力，做到上下信息畅通，为科研工作创造一个有

利的外部环境， 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

性，促进科研工作的开展。

五、学习周恩来民主平等精神，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周恩来总理虽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但是他从不自恃高

明，而是谦虚谨慎，耐心听取不同意见。 即使真理在手，也不盛

气凌人、强加于人，而是循循善诱，让人心悦诚服。 民主平等精

神，是做好基层科研管理工作的前提，是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

服务的重要体现。
在科研管理工作中， 基层科研管理者不能以管理者身份

自居，高高在上，而要真诚待人，平等待人，以理服人。 无论是

服务领导，还是服务普通科研人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能挫伤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对科研人员的合理化建议要虚心听取，不

断转变工作态度和改进工作方法，创造良好的科研管理环境，
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服务。

六、学习周恩来勇于创新精神，提高服务效率

周恩来一生坚持慎思明辨，反对迷信盲从，崇尚科学，勇

于独立思考，善于创新。 勇于创新精神，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

实现全心全意为科研工作服务的重要手段。
没有创新的意识和观念，就不可能有创新的工作方式。 基

层科研管理工作事务性强、较为繁琐，管理人员不能被动地应

付，而要树立积极主动、勇于探索创新的意识，高效率地完成

工作，并且善于总结经验，更新观念。 当前基层科研管理者要

做好以下三方面创新；一是科研管理理念的创新。 在科研管理

上应树立起“以人为本”观念、“效率、效益”观念、“超前服务”
观念等；二是创新科研管理机制。 建立和完善科研管理工作程

序、标准和规范；三是管理方法上力求创新。 优化工作流程，简

化工作程序， 减少科研人员投入科研相关的事务性工作的时

间和精力，提高科研管理质量和科学研究工作效率。
七、学习周恩来严于律己精神，提升服务修养

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改造、自我批评、自我约

束、自我调控，堪称中国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模范。 严于律己

精神，是基层科研管理者修身养性的基本规范，是做好服务工

作的基本准则。
科研管理部门是高校的科研管理行政部门， 基层科研管

理者在工作中掌握着一定的权限。 基层科研管理者必须时刻

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特别是在科研经费的

管理和使用上，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办事，正当合理地使用手中的权力。
八、学习周恩来无私奉献精神，保持良好的服务心态

周恩来一生立党为公、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鞠

躬尽瘁，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

榜样。 无私奉献精神，是做好基层科研管理工作的最高境界。
高校的每一项科研成果的产生都凝聚着基层科研管理者的

汗水， 但每一项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名和利都与基层科研管理者

无缘。 因此，基层科研管理者应当保持良好的心态，树立宗旨意

识，履行服务职能。 宗旨意识的确立主要还依赖于基层科研管理

者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 没有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服务

意识是不可能办到的。 服务意识体现在基层科研管理工作中主

要是：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正确对待奉献与名利的关系，关心

科研人员，高度的工作责任心，较强的管理服务水平。
高校科研管理是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 基层科研管理

的水平、 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整体科

研工作的开展。 基层科研管理者的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和管理方

式，直接影响科研管理工作的绩效。 因此，基层科研管理者要认

真学习周恩来精神，树立宗旨意识，提高服务意识，在科研管理

中践行周恩来精神，为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家云，黄 明 理，邵 广 侠 .周 恩 来 精 神［M］.北 京：中 央

文献出版社，2008，第1版.
［2］廖海 .论高校科研管理工 作 中 的 服 务 意 识［J］.常 州 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1）：34-36.
［3］吴丹 .高校科研管理人员 需 要 重 视 的 几 个 方 面［J］.当

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2008，（11）：95-96.
［4］陈旭 .对高校基层科技管 理 工 作 的 认 识 和 探 讨［J］.科

技管理研究，2009，（2）：115-116.
［5］李朋 .浅谈高校科研管理 工 作 中 的 服 务 意 识［J］.中 国

科教创新导刊，2009，（22）：11.

○ 高教高职研究

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