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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加速和寄宿制学校增多,校园应急管理面临诸多挑战。传统模式显现不足,本文创新

性地引入网格化管理,科学划分校园区域,明确网格功能。此模式能够实时监测风险、预警潜在危机,并

实现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响应。研究显示,网格化管理显著提升了寄宿初中的管理精细度和应急能力,降低

了安全事故发生率,为学生安全提供全面保障。总之,网格化管理在寄宿制初中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展现出

显著优势,其实践意义深远,对于构建更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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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boarding schools, campus emergency 

management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The inadequacies of traditional models have become apparent.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grid management which divides the campus into several areas in a more scientific 

way and clarifies the grid functions. This model is capable of real-time risk monitoring, potential crisis warning, 

and quick response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grid management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precis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of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s,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provided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for student safety. In summary, the 

application of grid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s not only 

demonstrates remarkable advantages but also carries profou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fostering safer and more harmonious campus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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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源自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逐步成熟的技术与

管理模式,21世纪初被引入社会管理领域,该模式在不同领域具

有诸多方面优势。医疗方面：深圳市龙华区借鉴“三位一体”

经验,探索家庭医生网格化管理模式[1]；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张

妮指出完善网格运行体制机制、健全网格员队伍建设、构建

多元协同机制和加强网格化平台建设等举措,提升社区治理

水平[2]；财政审计方面：宋莹将网格化管理引入地方财政审计

项目的审计组织方式中来,深入分析问题原因,提出构建地方财

政审计协同机制的路径[3]。而国外学者最初侧重于研究探讨网

格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4]。国外学术界对于高校安全管理

领域的探索日益深入,美国学者勒纳等人所著的School Crisis 

Response Combat Guide系统性地剖析了美国校园内频发的危机

事件,对校园暴力与意外伤害等展开对策研究,强调加强教育培

训的必要性与迫切性[5]。 

在寄宿制中学这一特殊的教育环境中,网格化管理展现其

不可替代的作用。网格化管理是指在城市统一管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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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以一定的标准将城市管理辖区划分为单

元网格的一种行政管理改革[6]。将网格化管理理念和方法应用到

校园安全管理中,可以实现全覆盖、无死角、无盲点地识别安全

隐患,能够促进及时、高效、准确地收集和处理信息,从而提高

师生在校园安全管理中的自治能力,推动平安校园的建设[7]。阴

卓越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推行网格化管理的必要性,提出一系

列管理措施,以提高院校学生管理水平[8]。冯亮提出校园网格化

管理的概念,将社区化网格建设纳入校园信息建设中,以便进行

学生管理[9]。关昌珊等通过研究高校学生网格化管理的方法,

探讨了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管理理念,构建高效的学生网格

化管理机制[10]。 

网格化管理理念运用至寄宿制初中校园管理,使校园日常

管理精细化,遇到突发事件时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保护师生的生

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的校园环境。 

寄宿制初中可以采用“1+N”网格管理模式,包含教学、学

生、安全、后勤及信息技术管理等多个网格。由学校统筹全局,

各子网格结合寄宿制校园的特点从而实施细化管理。教学网格

负责提升教学质量,学生管理网格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安全网

格用以保障学生安全,后勤网格提供优质服务,信息技术网格利

用科技提升管理效率。各网格紧密协作,共促学校和谐发展。 

1 网格化管理赋能寄宿制初中应急管理的意义 

1.1网格化布局：应急响应的“神经末梢” 

在寄宿制初中,网格化管理犹如一张精密的地图,将校园精

细划分为多个网格单元。每个单元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更是应

急响应的“神经末梢”。一旦在校园内发生某些突发情况,各网

格能迅速感知并通过特定渠道传递信息,确保应急资源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此布局可以极大地缩短响应时间,提高应急决策精

准度,使每次应急行动都可以直击要害,有效控制事态。 

1.2协同联动：构建应急管理的“共同体” 

网格化管理打破了传统管理模式中的壁垒,加强了各网格

单元之间的协同联动。在应急管理中,这种协同联动机制如同一

台精密的机器,各网格单元作为其中的零部件,紧密相连、共同

运转。通过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和力量整合,各网格单元能迅速

集结,共同应对挑战。建设“一站式”师生服务中心,实现从分

散到集中、线下到线上线下一体、单一校内到“学校+社会”的

综合服务转变[11],这种“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提升了应急管理

的整体效能,还增强了校园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1.3应急培训与演练：提升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 

在网格化管理中强调应急培训与演练的重要性,通过定期

组织校园安全讲座、针对不同的突发事件进行实战演练等活动,

提升师生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这些培训与演练增强了

师生的安全意识,使其掌握了实用的应急技能。当突发事件发生

时,师生能够迅速做出反应,采取正确的措施,有效减轻灾害损

失。这种“实战能力”的提升,也是网格化管理在应急管理中的

重要环节。 

1.4科技赋能：应急管理的“智慧大脑”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网格化管理积极引入现代化信息技术,

为应急管理工作注入新活力。通过安装高清监控、建立信息传

输平台,实现了校园环境的全面覆盖和实时监控。部分寄宿制初

中在厕所区域增设了防欺凌一键报警系统,在学生遭遇校园欺凌

事件时,迅速通过高科技手段触发报警机制。该系统对潜在的欺

凌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有效遏制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张缔指出,

当前主要任务是推动数据共享、信息传递,如接收隐患信息并交

由安全管理队伍处理,将治理记录上传至案例库,为相似隐患治

理提供决策意见[12]。这些技术手段如同“智慧大脑”,能迅速收

集、处理和分析信息,为应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科技赋能提高

了应急响应速度和效率,使应急管理工作更智能、精细和高效。 

2 寄宿制初中网格化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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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制初中在实施网格化管理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深刻

独特的挑战,这些挑战直接关联到学校的全方位管理和学生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 

2.1责任划分的复杂性 

在寄宿制环境下,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联系更加紧密,责任

划分也更为复杂。学校需明确每位教职工在网格区域内的具体

职责,确保责任到人,落实到位。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责任

界定不明以及相互推诿责任的情况屡见不鲜,对问题的及时解

决构成了阻碍。当学生有超出网格化规范要求的个性化需求时,

由于网格长没有得到授权,通常都要向上级请示,造成中层沟通

协调机制难以有效的建立[13]。 

2.2信息流通的紧迫性 

寄宿学生群体相对封闭,信息流通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就显得

尤为重要。学校需建立高效的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确保学生的健

康安全及学习情况迅速传达至网格的管理层。然而,信息孤岛现象

与沟通不畅的问题仍旧存在,严重制约了学校快速响应的能力。 

2.3资源分配的精细化要求 

寄宿制初中在资源配置层面亟需深化精细化管理,以满足学

生的多元需求。学校应科学统筹住宿、餐饮与医疗资源规划,确保

每一管理网格区域均能获得公平且充足的资源支持。然而,资源有

限和分配不均的问题常常困扰着管理者,影响了整体管理效果。 

2.4技术与人才的双重挑战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寄宿制初中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

日益增加。学校可以采用智能监控系统和大数据分析平台来优

化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效率与水平。同时,还需培养一支具备专

业素养和人文关怀的教职工队伍。然而,技术和人才的双重缺口

限制了网格化管理的深入实施,具体表现在没有专门的安全教

育课程和专业的安全教师队伍,谈理论较多,具体操作较少[14]。 

 

3 网格化管理赋能寄宿制初中应急管理的提升对策 

3.1网格划分与功能定位：精准布局,明确职责 

借鉴城市网格化管理,寄宿制初中校园被划分为教学、住

宿、活动等多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设定清晰边界与责任主体。

教学区专注教学质量与课程资源优化,住宿区致力学生生活安

全与日常管理。学校为“大网格”,教学区、住宿区为“中网格”,

教室、实验室、寝室为“小网格”,实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15]。

这种划分不仅提升了管理效能,还确保了突发事件发生时能迅

速定位并妥善处理。 

3.2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智能调配,高效利用 

为有效应对紧急情况,学校构建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

人力、物力及信息资源的全面整合。平台运用大数据与智能分

析技术,实时监测各网格资源需求与供给,确保资源精准调配与

高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与闲置,提高应急响应速度与效果。 

3.3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技术赋能,实时预警 

智慧校园管理平台作为网格化管理的中枢,集成了物联网、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了校园内各类信息的实时采集、处理与

预警。通过智能监控设备与传感器网络,平台能够全面掌握校园

动态,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的安全隐患与管理问题。同时,平台

还提供了开放的反馈渠道,鼓励师生及家长共同参与校园管理,

形成了多方协同、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通过建设集成管理平

台并配置联网的信息监测设备,实时上传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

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分析、预警、报告,缩短人工判断的时间,为

预前安全管理打下基础,最终达到安全管理预防的效果[16]。 

3.4协同管理机制构建：情景模拟,强化协作 

为了增强各网格单元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学校建立了完

善的应急响应协同机制。通过情景模拟与协同演练等方式,各网

格单元在模拟紧急情况下相互配合、共同应对,不断提升了应急

响应的速度与效率。在真实突发事件发生时,各网格能够迅速集

结力量、按照预案有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确保了学生的生命安

全与校园的稳定运行。 

3.5定制化服务与管理：以人为本,促进发展 

借鉴个性化教育理念,为各网格单元提供定制化服务与管

理方案。住宿区加强安全巡查和夜间管理,提供心理咨询和生活

指导；教学区则根据学生需求优化课程设置,提供多样化学习资

源。通过定制化服务,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促进其全面发展。 

4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寄宿制初中校园管理的现状,创新性地引入

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为校园管理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智慧元素,得

出以下结论： 

(1)作为一个校园管理者,首先要做到科学划分校园网格,

实现精细化管理区域；其次要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提升管理效

率,提高数据共享能力；最后要建立协同管理机制,使部门协作

更加顺畅,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通过这些措施,提升

学校的管理质量和效率,为学生创造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提升

管理效能；另外,网格区域划分和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是关键,

它能够优化管理流程,增强管理透明度和可追溯性。(2)将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在教育领域,

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应用前景将愈发广阔。通过深入研究该模式,

我们发现其与教育改革、信息技术发展相契合,有很强的灵活度

与适应性。该模式将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将为国家的教育文化事

业发展添砖加瓦,为教育强国目标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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