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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生管理以人力资本理论、行为科学以及经济科学为基础，导致了管理工作滑向工具理性和经济理

性。这种科学主义的管理方式贬低了身体性的人，忽略了身体承载的人文性需要，造成学生管理中人文

性缺失，使管理工作陷入生产性、规训性和数据化的实践误区。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总体目标，高校学生

管理工作应该关注身体哲学维度下的人，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基础上重建学生管理的人文特性，在管理

过程中营造适当的闲暇空间，重建管理实践中的教育关系，培养管理者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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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based on human capital theory, behavioral science, and eco-
nomic science, which has led to a shift toward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in 
management work. This scientific management approach belittles physical individuals and neglects 
the humanistic needs carried by the body, resulting in a lack of humanistic qualities in student man-
agement and leading management work into practical misconceptions of productivity, discipline, 
and dataization. Based on the overal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talents, the man-
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focus on individ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philosophy, 
rebuild the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create appropriate leisure space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rebuild the educational rela-
tionship in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cultivate the aesthetic ability of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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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学生的管理根本点在于培养学生。如果学生的身体不能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那么培养学生也

就无从谈起，高校管理工作基于立德树人的理念也就无从谈起。自高校创立以来，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一

直是高校学生管理的核心和关键。改革开放之后，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化愈加凸显。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被置于各个应用科学知识体系的配置之中，受到科学理性的护航而偏向于加强学生的应用能力，忽视了

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以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学生身体的人文性正处于式微阶段，从而对思政教育工作的开

展造成了极大的难度，这不得不引起高校学生思政教育与管理工作的反思。 

2. 高校学生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 人力资源理论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更多地作为劳动者才能维持作为肉体

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更多地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劳动者”[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具体的劳动关

系(社会关系)出发，赋予人以新的涵义，将人的本质归属于劳动关系(社会关系)之中。人的劳动本质从而

也把动物和人区别开来。马克思对人的定义，实际揭示了自由主义体制下的人的存在状态。“劳动者”

是人获得的现代身份，同时定义一种以劳动为荣耀的现代道德。这种道德诘难不肯劳动的人，将其称之

为“懒惰者”从而将其排除于社会之外。劳动在工业社会通过将人置于劳动关系之中去重新解释人，并

将劳动作为界定一个人的社会性关键。这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的劳动，它按照现代工业生产的需要来创制

人，并从经济流通的角度来将人理解为“人力资源”。 
将人理解为“人力资源”是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对学生的潜在理解，即将学生视为可以劳动的人

并且将高等教育视为培育劳动力的活动，因此，高校管理工作自然而然会参照现代资源管理与组织理论

与逻辑来实行。其宗旨一方面在于将学生看作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紧密围绕以激发、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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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能力为目标的教育实践。同时，符合现代市场伦理的“多劳多得”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学生管理与

学生培养中，从不同角度区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以此作为学生道德评价的重要依据。这种对人做出了

“劳动者/非劳动者”的二元区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区分。为了避免被评价为“懒惰者”(非劳动者)从而

担负道德压力，学生只能努力配合管理体制建立的劳动绩点实践。在这种劳动观的影响下，学生的劳动

正走向一种消解学生身体性，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异化劳动。经济需要支配了高校学生管理逻辑，将教

育的人文性与伦理性排除在日常管理之外，使高校管理只见程序，不见“人”。 
高校管理工作中这种对人的假设与专业培养目标、管理机制是连贯一体的，它首先否定了学生作为

一个“自然性身体”的存在，取消其“自然惰性”，实则忽视人作为生命本体的需求。其次，否定学生作

为一个“经验性身体”的存在，学科逻辑、知识逻辑、管理逻辑等均凌驾于身体逻辑之上，身体是工具性

的，它以劳动的形式被嵌构与社会经济收益计算与市场资源流动的逻辑结构中。如此，“学生在接受教

育成为有知识技能和健康体魄的社会人之后还要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需要和促

进社会发展的人”[2]。学生管理中身体性理念的消失，意味着作为生命而存在的人的消失，这是科学管

理学对人学的胜利，它在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价值之间建立起一条经济学的线索，重塑个体荣耀与道德

感，以此更进一步消解人作为身体性生命的存在体验。 
(二) 行为科学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 
行为主义理论是管理学重要理论基础。行为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的美国，其主要观点认为，心理学的

研究对象应该是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而非意识，强调“刺激、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人们所需要

考虑的是如何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联系，并使之得到强化与维持。”[3]大体来说，行为主义主要分为

以巴甫洛夫和华生为代表的古典行为主义论、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论和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

学习理论。古典行为主义者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环境刺激与反射性反应之间的联系，并且将行为主义上

升为一种科学方法，将心灵主义的术语从心理学研究中剥离，只通过对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联就能对行

为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控制。新行为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古典行为主义流派提出的“刺激–反应”公式，

将行为的强化作用作为刺激与反应的中介，认为行为是通过环境中的强化作用而产生的。而以班杜拉为

代表的社会学习论认为，“有机体和环境的互动是一个不断存在的过程，经由认知结构的发展和自我控

制，人影响环境，同时，也为环境所影响，整个学习过程是行为—认知—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4]社
会学习论不仅把行为习得的结果视为是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更强调人的认知能力和主体能动性在行为

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尽管行为主义的各个流派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但是行为主义的理论重点在于对个体行为及其形成原

因的关注，认为只要通过科学的实验方式就能还原主体行为背后的各类动因。行为主义在现代管理学的

运用下，形成一套在工业管理领域行之有效的行为科学体系，并对高校学生管理的逻辑与方法产生了深

刻影响，行为不仅成为管理的主要内容，甚至而言，学生管理就是学生行为管理。学生管理制度本质上

体现为一套行为管理制度，制度提供一系列行为标准，并给予正确行为奖励、错误行为惩罚。管理制度

本身就是一套行为训练的机制，以学生行为为锚点，建构起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等人员在内的，层

次复杂的学校奖惩体系，这个系统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标准行为的训练与规制。 
这是现代工厂的流水线制度在教育领域的再现。在工业化时期，科学管理学者泰罗发现，提高效率

路径不仅仅在于加长工时、改进技术或者扩大生产规模等，他从工序管理、工人管理等维度发现一条新

的提效路径，即通过规范工人的“劳动行为”，减少因为行为错误或偏差而导致的时间耗损与效率低下。

因此一套以规范工人的体态、行为为目标的管理体系就成为了现代生产提效的重要策略。现在，这套用

于工序与工人管理的现代劳动管理模式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得到普遍运用，学生的身体管理，尤其是精确

化的行为、体态的管理，成为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身体被化约为一系列行为组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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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通过这套行为组合精准定位、区分学生(身体)；另一方面，行为管理简化了学生管理工作，使学生工

作变成一种行为计量，情感、生活等不可行为化与计量化的事务则进一步被排除在外。 
尽管行为主义逻辑主导的高校学生管理能够约束学生的行为表现，使其按照特定的规范行动并具有

一定的教育性。在这种管理模式越来越关注学生的身体是否符合秩序和纪律的要求，行为活动是否符合

理性构建的规则和规矩，从而忽视了学生的生命的整全发展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当管理策略将目光转向

学生的行为表现，那么一种管理权力势必作用在学生的身体上。行为主义管理方法的逻辑就是经济地驯

服和利用身体。这是福柯发现的针对肉体的微观政治。管理权力通过联合奖惩体系将身体形塑为可以发

挥功效的工具性力量，而学生则在这种身体的政治技术学中把管理规则和标准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从而成为符合学校秩序的驯顺的“身体”。基于行为科学的管理手段确实能做到对学生的行为进行支配

和控制，从而提高管理学意义上的“效率”。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当行为科学成为管理的内核，当工具理

性充斥在管理的条例中，那么管理的结果是生产出一系列具有同一性的、单向度的“制度附庸”而不是

具有独立自主创新能力的个体。工具性的人必然不是高等教育的培育目标，它不仅缺乏作为高知识群体

该有的创新性特质，更缺乏作为人而应该有的人性本质。由行为科学主导的高校管理，其最终结果是，

教育管理者与高等教育在享受这种管理方法带来的高效之后，同时也在被该方法反噬，即使高校管理与

高等教育越来越缺乏人文性与价值关怀。 
(三) 经济科学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的关注重点是产出价值效应。“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

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5]大致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启了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先河，其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流

派对古典经济流派的反对，最后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

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程中，“作为核心范式的‘经济人’一直是西方古典、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

派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硬核’”[6]。“经济人”是西方经济科学分析的出发点，是一种追求最

大限度的利益的人性假设，往往考虑如何通过最少的经济资源配置去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种经济人

假设逐渐渗入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就是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关注重点倾向于运用何种管理

方法能让学生有价值产出以及如何增长管理的投入–产出比。进而言之，高校管理者放弃了很多无法立

刻在学生身上体现出价值的方法，而是青睐于一种可以被数据化、被直观化、可比较化的管理方法。尽

管这能为管理者迅速定位和直观呈现学生群体中的问题，但是基于经济科学的管理方法容易滑入工具理

性的泥潭。 
当经济科学逻辑根植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时，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会把多样化的管理工作演化成形

式单一的、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单向度工作。学生的行为活动、心理需求、个性特质都

具有独一无二性，而遵循经济学逻辑的管理工作抹杀了学生生命的丰富性特征，扼杀了学生的真实需求，

用平滑的数据和表格代替了学生的真实想法和精神价值。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说，基于经济科学的管理方

法和管理制度是一种重效率和成本收益计算的工具，它所承载的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日益成为管理工作

的主导理性，加固了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和科层化。因为这种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管理思路注重利益、效率、

以及风险计算与控制，是一个经济理性系统。当这种方式在管理工作中获得统治地位，那么以效益最大

化为追求的经济理性会反作用于高校管理工作，而这种经济利益主导的意识形态也会支配管理者的管理

理念与价值观念。“工具理性的膨胀必然导致人的异化或物化，使人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体分

裂为只重视工具理性的单向度的人，从而导致人性、精神性以及价值理性的弱化、割裂甚至抛弃。”[7] 
总的来说，高校以往的科学管理逻辑与方法正在受到挑战。虽然科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管理

工作提供了便利，但无论从国家大政方针还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出发，人文科学化取向的高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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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理方式正在呼之欲出。 

3. 高校学生管理的现实表征 

高校学生管理的“科学逐渐被具体的以自然界为认识对象的具体学科所统指，而哲学则被挤在狭小

的学术空间中继续从事着形而上学的思辨事务，”[8]科学化走上了一条实证化、理性化的迷雾之路。科

学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应有也必须有人文科学。高校学生管理陷入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思路，从而在

理性的异化迷雾中徘徊。应该充分认识到，高校管理的对象是具体的学生个人，这区别于具体的自然事

物。学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必然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独特的个性品质。从人文科学角度看，

当下高校学生管理遵循着系统的理性化的运行法则，缺少人文的灵性与随性。在这种工具理性主导的管

理方法中，学生的身体被置于科学知识的解释框架之中，缺少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视野。 
尼采的哲学是身体哲学。“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身体

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义。是一战斗与一和平，是一牧群与一牧者。兄弟啊，你的一点小理

智，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9]尼采重视身体在历

史中的地位。他颠倒了身体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尼采看来，身体应该是先于理性的。人类历史是身体

的历史，理性是为身体服务的。尼采的身体哲学指引我们走出科学理性的迷雾森林，重新正视身体在日

常实践中的地位。尼采“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地将人看成是身体的存在——形而上学从来就不愿将身体

看成是人的本质，因为，身体是动物性的东西，是人和动物共同分享的东西。”[10]在尼采的哲学中，身

体的动物性特征被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对身体的关注暗示着一个人之为人的生命性与经验性领域的打开。

因为当身体本体论作为高校管理的逻辑之一时，就取消了科学理性的唯一性，学生作为身体性的存在才

会被关注。身体即主体，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纳入身体哲学，并不是要将人看作纯粹的动物性存在，而是

要关注人做生命体的状态与需要。身体延展出一个由经验构筑的世界，用经验的方式来理解人而不是用

经济理性的方式来理解人，有利于去洞察人背后的文化、习俗、生活等对人的影响与构建，更有利于推

进管理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鸣，这也是高校管理的人文性根基。同时，身体性召唤出差异性，

人作为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主体，而不是制度规训下标准化的身体姿态与整齐划一的行为模式，正是身体

性使“差异”成为高校管理的逻辑起点，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才能为高校管理带来新的可能。 
在科学管理学的浪潮下，高校管理的人文性正在消逝。学生管理是一种被科学秩序安排的管理，如

学生的知识学习、作息规律、运动强度等，都无不被科学所围绕，这主要有以下三种倾向： 
第一，学生管理的生产性倾向。学生管理的生产性源于教育管理者构建了关于经济学的系统性话语。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高校教育管理目的之一是为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而社会生产则导源于教育对学

生的投入。如此，社会目的和学生发展目的之关系发生了倒置。教育以“成人”的管理目的日渐萎靡，而

高校管理的经济目的则成为主要且唯一的目的。学生与高校管理关系受到了扭曲。因此，高校的学生管

理工作也变成一种只关注投入产出的运作，偏离了立德树人这个高校管理的最终目的。 
第二，学生管理的规训性倾向。在高校管理系统中，规训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管理措施。行为科学管

理理念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教师对学生管理方法的需求，其凭借简单的操作获得了良好的管理效

益，但行为科学管理手段的流行恰恰表明了管理方法的单一。对行为进行规训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服从

管理者，进而从意识上认同管理标准和规范要求，以满足一个秩序化环境的创设要求。然而，规训手段

的普遍运用将会压制学生的个性和强制学生的精神。在极致的规训措施下，学生的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

规训，自由的和具有生命活力的身体受到科学理性教条的驯服。管理者仅关注运用手中的知识权威来界

定学生是否优秀，身体和行为是符合学校管理条例，而忽略了学生的自由和独立人格对于创造力培养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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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生管理的数据化倾向。学生被置入经济学科学框架之下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理念上的人。这

是一种数据化的身体，身体的生命性、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精神的丰富性被化约成统计表格中的各项数据

指标，成为可以被计算、被分析的对象，甚至成为被管理、被操纵的对象。学生独特的身体表现所承载

的个性特征被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脱离身体主体的各项数据指标。数据身体遮蔽了经验的身体，管理

者对数据身体给予了高度重视，以此悬置了经验身体极其背后丰富的生活世界与本体性需要。数据身体

的功能不仅在于简化了人，驱除了充满不确定性与个性的生活世界，更在于这套数据化的身体实践耗损

了高等教育的人文性，从根基上违背了高等教育作为人性培育实践的宗旨。 

4. 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文重建 

从前面讨论的界定来看，重塑学生管理之法必须将学生看作身体性的人，这是在高校管理实践中重

现经验世界、重建人文性管理的必由之路。为了将学生身体从工具论中释放，高校管理者必须重新审视

其奉行的科学管理法，重新考虑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管理思路，不能以一论来定高校学生管理之法，

唯其中一论都势必在不远的将来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么，高校学生管理从目前状况来看，亟待形成

以下观念：身体不仅是一般和科学的，还有个别和人文的。如此，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文化的理性重建应

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高校学生管理应该给予学生适当的闲暇。人力资源论虽然以“劳动工具”这一逻辑来塑造学

生，但身体性管理论并不是要反驳劳动本身，而是要反驳将人工具化的异化劳动。高校管理需要关注学

生的作为劳动主体的需要，即作为一个创造性劳动者其本身在独立性、自主性发展方面的需要。闲暇不

仅意味着减少控制，还意味着对个性与差异性的包容。因此闲暇给予的不仅仅是一种作为劳动补充的休

闲，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解放。它意味着适当解开对学生的时间控制，将时间还给学生，以使其能够

作为一个自主的人来审视自身的生活与学习，并作为责任主体来规划学业。闲暇是高校管理提供的具有

张驰性的时间策略，它体现了伦理意义上的管理实践，并为确立更具人性关怀的管理模式奠定基础。 
第二，恢复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教育关系。在当下的高校管理中，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建

立在消费逻辑上的悖谬关系。学生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将管理者视为服务者，从而无节度的要求高校管

理人员付出，无视高校管理者作为教师身份的存在。与此同时，部分高校管理者也持有“消费者/服务者”

的价值观念，将学生视作纯粹为知识付费的消费者，完全无视学校管理作为教育的一个环节而具有的教

育价值，把管理工作视为获取报酬的劳动交换。在这种消费主义观念下，管理者缺乏作为教师的自觉，

学生也将管理实践排除在其教育生活之外，以使蕴含于高校管理中的教育关系断裂。高校管理的人文性

转向，在于复兴管理实践中的教育伦理，围绕着高等教育育人目的重新思考管理目标，重建以信任为内

涵的管理关系。 
第三，高校学生管理要具有审美眼光。审美，意味着对科学化、科层化管理体制的反思。身体提供

了一个审美的视角，它将管理者的目光从数据化的结构中解放出来，使之看到经验的丰富性，以至于

看到美的多样性。美本身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理性追求，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又超越经验的观看视角，

它背后是一个具有独立反思意识的主体。在管理中引入审美理念，意在重申管理者应该作为一个具有

独立判断力的理性主体，而不该成为某项程序、数据、规则的附庸者。管理者首先需要有独立的关于人

的观念与态度，需要独立地、以人的角度来看待学生的差异性或个性，才能从人性的角度与之建立共

鸣。其次，管理者需要接纳学生以及教育实践所呈现的不确定性，将教育理解为一场“美丽的风险”

[11]，以此在生命的维度重建管理关系，用审美的态度对待管理实践中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这样，才能

真正改变科学管理造成的管理者的“无能”与制度程序的庞大，也从根本上改变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二

元对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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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概言之，高校学生管理的科学理性偏向与人文性缺失，导致了当下高校学生管理的诸多病症。当高

校管理工作充斥着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把学生视为平滑的数据而仅满足工作效率，最终会导致高校教

育管理走向人与人之间“陌生化”的道德囧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亟待加强人文性视角，从学生身体的

视角出发，关注学生的差异性，将其视为丰富多样的充满个性的主体，激发学生在教育生活中的活力，

进而为一种更具人文性的高等教育实践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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