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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人

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是其主要任务。学校各

项工作的开展必须以教师为主力，教师的主

要工作是教书育人，学生是教师工作的对

象，教师的一切工作都需要围绕学生培养来

展开。学校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必须以对人

及人性的理解为中心，重视人的尊严与价

值，实施人性化管理。近年来，屡屡见诸报

端和网络上的教师过劳死、自杀、职业倦怠、

躺平等事件和现象已经说明学校在对教师

队伍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

问题与倾向。作为管理者，要重视这些问

题，并在合理分析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

以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更好地为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而努力。

1、非人性化管理的表现及后果

管理的非人性化和人性化是相对的一

个现象的两个方面，要弄清楚什么是非人性

化的管理，首先要从人性化管理说起。

所谓人性化管理，就是一种在整个管理

过程中充分注意人性要素，以充分开掘人的

潜能为己任的管理模式。人性化管理是建

立在对人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以激励

和情感交换为主要特征。与人性化管理相

对的是非人性化管理。非人性化管理过分

严格规范和控制人的行为、限定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就是类似于把人等同于机器，只进

行严格的规范性操作，而人的基本需要得不

到满足。非人性化管理以采用严格的规范

和制度为主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人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进而限制人

的潜力的充分发挥和组织凝聚力的进一步

提高。

教师是具有完整个性的个体，教师工作

服务的主要对象——学生也是具有独特性

的个体，这就使得教师的工作错综复杂，既

要考虑工作要求，也要考虑学生需求和未

来发展。如果对教师的管理过分强调制度

和规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约束作用，这

就凸显出管理过程中的非人性化特点，不

仅不利于教师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的发挥，而且在实践中还表现产生出各

种各样的问题。

对 教 师 非 人 性 化 的 管 理 具 有 以 下 的

一 些 表 现 形 式（或 特 点），并 容 易 产 生 不

良后果。

（1）过分重视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忽

视人文关怀

教师管理制度和规范以其明确的要求

和严格的约束，规范着教师的言行举止，是

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其他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的基本保证，对教师的行为具有强制性

的控制作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要有一定

的灵活性，要从人文关怀的要求出发，服从

和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保障和行动便利等基

本目标，进而推动社会或组织的进步。但在

教师管理中，却存在着以所谓制度规范出现

的“霸王条款”和僵化要求来维护学校和教

育秩序，已经让教师产生不满情绪。一些学

校的评审与考核制度由于过分强调量化成

果，忽视多样性的人文因素，使一些具有较

高水平的教师被排除在高级职称行列之外，

其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2）过分重视绩效和时限的短视行为，

忽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教师以育人为己任，育人需要较长的周

期并表现出效果的滞后性。但某些管理者

却看不到这些区别，以市场经济和商业行为

的要求来管理教师，制定了所谓的量化管理

措施，要求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较多

的成果，并把这些和职称评聘、工资福利、考

核评级、工作绩效等结合在一起。这导致一

些教师的功利性和短视行为增多，工作的长

期性和可持续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而

导致工作质量的下降。

（3）过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导致教师

身心健康水平不佳

过分重视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过分重

视绩效和时限的短视行为，使得教师承受

着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多重压力，导致其身

心 健 康 水 平 不 佳 ，许 多 人 处 于 亚 健 康 状

态。有调查显示，我国教师人群中健康者

占 10.40%，亚健康者占 45.55%，前临床状态

者 占 23.63% ，疾 病 状 态 者 占 20.42% 。 据 报

道：清华大学 1985-2004 年的 20 年间，“英

年早逝”的教师共计 150 名，平均死亡年龄

55.58 岁。

2、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观点

需要层次理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

斯洛提出的，该理论强调人的基本需要应该

得到满足，潜能要求实现。

马斯洛认为人有两大需要系统，即基本

需要和心理需要，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心理

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

需要。基本需要也称缺失性需要，是由低级

到高级按层次排列的。马斯洛认为其中的

低级需要未得到基本满足时难以产生高一

级 的 需 要 。 这 类 需 要 满 足 以 后 便 停 止 行

动。心理需要也称生长需要，特点是越满

足，越产生更强的需要，而且并不存在严格

的高低级关系。

人类的需要层次，马斯洛按照三条原则

加以安排。首先，人类基本的需要必先得到

满足，然后才会进一步追求较高层次需要的

满足。其次，人类需要与个体生长发展密切

相关。人出生时，最主要是满足生理需要，

然后逐渐考虑到安全、归属、自尊的需要，最

后才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个人的需

要结构之发展过程是波浪式的演进，各种需

要的优势由一级演进至另一级。第三，人类

需要的高低与个体生存有关，生存需要是最

基本、最主要的动力，生存之后才是发展的

问题。

马斯洛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除了应

该满足人们的基本的生理需要外，还要使人

们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并鼓励个人去追求

自我实现。

3、需要层次理论对教师人性化管理的

启示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提出，使我们

对人性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我们

实施人性化的管理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具有

积极的启发作用。

3.1 从需要层次的角度认识人性，有利

于人性化管理的实施

人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心理需

要两种，实际上就是把人性分为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实际上就是强调对人性的尊重和

对基本需要的满足。认识到人性中的自然

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成分，才能够在管理中

既重视自然属性的满足，也注重社会属性的

发展。只有对人性有了科学合理的认识，才

能够在管理的过程中尊重人性，实施人性化

的管理。

3.2 从需要满足的角度去发展人性，有

利于教师身心健康的维护

需要是一种缺失状态，“是个体生理需

求和社会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需要产生

之后，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紧张

感，推动个体产生满足需要的活动，成为个

体活动积极性的源泉与动力。如果个体的

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积累巨大的压

力，对人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需要

层次论强调满足人的需要，其中既包括满足

人的生理需要，也包括满足人的心理需要。

如果教育部门在对教师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在教师追求需要满足的过程中，教育机构及

其管理者能够提供必要的条件，满足教师的

基本需要和心理需要，促进其低级需要发展

成为高级需要，就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

解因工作和生活带给教师的压力，减少其工

作和生活中应激事件和不确定性的发生，使

广大教师保持良好的心境，这势必对其的身

心健康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影响，也能够使教

师更加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教书育人的工作

之中。

3.3 从需要层次演变的趋势去完善管

理，有利于教师潜能的发挥

需要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表现出对象

性、紧张性、驱动性、周期性和发展性的特

点。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历着一个从

低级到高级、由生理性需要向社会性需要发

展变化的过程。需要层次理论对这样的一

种变化及其规律进行了清楚的描述。当人

的低级需要满足之后就会产生高级需要，个

人的需要呈现一种波浪式演进的态势，与个

人的生存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我

们在管理的过程中能够按照需要发展变化

的趋势、遵循需要发展的规律实施有效地人

性化管理，必然能够促进教师的自我实现需

要的发展与提升，而自我实现的需要产生之

后，就能够极大地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巨大的工作潜力，

从而实现工作和个人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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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层次理论对教师人性化管理的启示

尿毒症的治疗方式当中有一种治疗方式，

即代替肾脏工作，主要有腹膜透析、血液透析

两种方式。血液透析出来的相对早，也更加容

易理解，即将血液引出体外利用透析机代替肾

脏工作，根据情况决定透析间隔，而腹膜透析

出现较晚，许多人对其了解不多，本文就对其

含义及特点进行介绍。

1.腹膜透析是什么？

腹膜顾名思义是被腹膜腔覆盖的浆膜层，

有着半透膜特性，能够通过弥散、对流原理排

出废液，患者需要定时、规律的灌入透析液，排

出废液，使体内潴留代谢产物得以清除，纠正

自身酸碱失衡、电解质等不良状态。腹膜有自

动化腹膜透析、非卧床持续腹膜透析，自动化

需要借助透析机完成，每晚患者可以在家里使

用展开治疗，机器会按照预先设置来自动进行

换液工作；非卧床腹膜透析液每天需要更换三

到五次，人工操作。具体采用腹膜透析类型应

当依据患者的状况确定，如经济情况、个人需

求等。

腹膜透析不适宜应用于腹部肿瘤、腹部

感 染 、腹 部 一 周 内 大 手 术（及 有 腹 腔 引 流

管）、严重呼吸功能不全、腹腔血管疾病、营

养不良、高脂血症、肠道感染性疾病、肠梗阻

等疾病。此外其他尿毒症患者基本均适宜，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年老

的患者。

2.腹膜透析特点有哪些？

尿毒症患者透析主要有血液透析和腹膜

透析两种方式，那么相对血液透析而言，腹膜

透析有哪些特点呢？接下来带大家进行了解。

（1）安全性：在透析的过程当中患者是处于

平稳的状态下，持续性超滤，血容量平稳变化，

因此并没有明显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情况，因此

如果尿毒症患者同时选择有低血压、心肌梗

塞、心脑血管疾病、高龄等状况时，应用腹膜透

析这一方式相对安全。

（2）平衡性：腹膜透析的过程是以24h持续

性的开展，整个过程基本持续平衡状态，不容

易发生失衡综合征（即透析完成后的24h当中

出现呕吐、不安、头痛、恶心等情况，甚至可能

出现恍惚、意识模糊等情况）。

（3）无血管通路：血管条件差的患者动静脉

内瘘也相对难以建立起来，而腹膜透析则不需

要建立动静脉血管内瘘。

（4）无体外血液循环：普通透析通常需要血

液透析机采用体外血液处理的方式循环处理，

相对时间较长，出现血液减少的情况，而腹膜

透析则不需要扎针开展体外血液循环，不会发

生血液流失的情况，也减少交叉感染的发生。

（5）无抗凝剂：普通血液透析需要建立留置

针，医护人员会应用抗凝剂防止留置针道路被

堵住，而腹膜透析应用的腹膜则不需要抗凝

剂，对于存在出血性并发症情况（倾向）的患者

适用。

（6）肾血流量影响不大：传统的血透需

要数小时内对于血液当中的水分子等进行

清除，这会发生肾血流量波动，可能使得肾

脏出现反复缺血，而腹透则没有肾血流量的

影响，持续超滤避免缺血、肾脏灌注不足等

问题，血循环波动相对小，因此残余肾功能

保护相对较好。

（7）家庭化：血透是需要患者每周去往医院

进行透析的，而腹膜透析则可以在家自己完

成，尿毒症患者在护士培训完成之后，实现家

庭化治疗，不需要每周去几次医院，只需要每

周定时地去往门诊展开复查工作。

腹膜透析有许多的特点，相对而言，可以

做到持续性超滤，安全性、平衡性较高，不需要

开展动静脉内瘘、抗凝剂、体外血液循环等，对

于参与肾功能的保护相对好，还可以实现家庭

化，避免频繁反复奔波医院。

尿毒症患者的替代疗法之——腹膜透析的特点
辽宁省人民医院 郭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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