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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大学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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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于大学生的教育教学方式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就要
看其教育水平的高低，而大学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而言更是重中之重。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大学生
的教育培养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根据祖国和社会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教育教学管理有一个正确的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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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大学生教育教学管理面临

着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挑战。新科技、新技术在各个方面

的应用越来越普及，许多产业也因为新科技、新技术的

应用而蒸蒸日上。如果大学管理教育依然固步自封，不

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将会导致大学生的退步，青年

人的退步，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退步。教育部门的大学

管理人员要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对于时代的高速发展，

要时刻准备把握机会，不断创新和进步。

1高校教育管理人员业务技能
教育部门的大学管理人员，决定了大学教育的教

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因此提高相关教育部门的专业技能

是改革教育创新的根本。为了社会和国家的需要积极调

整大学生的教育教学管理，改变以往传统的教育教学方

式，不能再吃老本，运用以前的教学管理方法是不能顺

应时代发展的。作为高层教育的管理者要对社会和国家

的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了解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对

国内外的事件都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教育部门的大学

管理者要明白，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哪方面的人才，

怎么培养人才？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2教育管理受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影响
在信息时代的冲击下，大学的教育教学管理对于

教育部门的要求更为苛刻。大学生每天都沐浴在信息中，

信息的高速发展为大学生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运用手

机、电脑等互联网设备为大学生学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可是互联网设备有利有弊，这样的便利也产生了

错误的利用方法，许多大学生为了偷懒，利用网络的便

利进行抄袭，这无疑对大学生的自身发展非常不利。另

外大学生在面对如此庞大的网络资源时往往缺乏一定的

辨别能力，使用了劣质的资源。在面对网络的巨大诱惑

时有部分大学生的自制能力差，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不

能自拔。所以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外部环境对大学教

育也有很大的影响。

3提高教育管理人员素质
为了进行高等教育创新改革，首先要提高大学教

育管理者的专业能力。在高层教育管理人员的选拔过程

中，要提高选拔的标准，选择思想和教育方式上有独特

意见和看法的人。结合时代的发展，教育人员也要顺应

教育思想上的不断创新。大学生基本是成年人，他们都

有自己的个性需求，教育高层管理者要支持和鼓励大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对于高校的教育管理者要实行定期的

教育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要求每名教育管理人员都要

有一定的思想认知，培养创新教育的意识，教育管理人

员之间要建立一个交流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

管理经验，在交流的过程中找到合适的教学模式，提高

他们的专业能力，对大学生的管理实行专业化的分析和

思考。同时也要提高他们的待遇，使得教育管理工作有

一定的竞争力，满足教育管理工作的素质需求。

4不断健全大学管理体制
对于管理工作者要实行一定的监督和奖励制度。

这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管理工作上取得的良好效果得到一

定的奖励，这对于调动管理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巨大的帮

助。实现管理透明制度，管理工作者的管理工作要面向

社会，社会各界人员的有效监督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

率。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素质是教育管理工作最直

接的校验报告，对于大学生要建立一定的检测机制，对

大学生的整体发展和素质提高进行评估。适当采用大学

生的管理建议，在师生的交流平台上，可以让大学生自

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结合双方共同的管理方法

实行教育管理的创新。用学生管理学生的方式实现管理

的创新更能使得管理工作的开展，提高工作热情，实现

师生共鸣。

5不断完善大学教育管理者的工作环境
为了能够让管理工作者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

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提

高工作效率，点燃工作的热情。作为教育部门的管理工

作者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在高速发展的背景

下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身素质。

大学教育不是简单的教育工作，这份工作对工作者的要

求很高，首先就是自身素质高，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能

力，需要不断地学习和进步，还要具备观察能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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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向，合理实行管理策略。

6小结
新时期有着新的时代要求，从事教育相关工作的

人都要具备改革创新的意识，时代在不断地进步，知识

也在不断地更新，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富强，需要

每一位和教育相关的人对人才培养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

斗，为了提升大学教育管理工作效率，增强教育管理者

的大胆创新意识，根据实际发展不断调整工作中的管理

方法，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做出正确的决策。为大学生

掌握知识和能力，甚至为他们以后的社会工作创建出一

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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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现阶段人们的审美需求，针对不同类别的人群，设

计不同艺术价值的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

求，进而实现现代艺术设计价值。在艺术设计中运用民

族元素，应秉持着客观合理的态度，真正实现民族元素

的充分利用。而且，需要不断创新现代艺术设计手法，

运用符号拼接、嫁接等手法，将传统的民族元素融入现

代艺术设计中，不仅表达民族元素蕴含的内涵，同时，

也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获得较大的发展市场。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元素能够体现我国悠久的历

史文化与精神内涵，但是难以满足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

而现阶段艺术设计主要借鉴于西方文化，无论是设计理

念还是构图形式，无法彰显民族文化。为了传承民族文

化，应注重现代艺术设计与民族元素的充分融合，不断

创新表达形式，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将民族元素文化内涵

和寓意予以展现，凸显现代艺术设计价值，且满足人们

的审美需求，传承民族元素，另外，也指明现代艺术设

计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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