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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还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不仅使教育方式呈现多元化，还因为有了大数据的支撑，

教学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更加准确的教学判断，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如何创新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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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日新月益，互联网+”的模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

业，使得高校传统教育模式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如何抓住机遇，在教学管理中积

极与互联网融合，使高校的教学与管理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是

高校管理者面临和思考的实际问题。 

1、“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思考 
1.1 高校管理者面临的思考 

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使得“互联网+”的模式成

为大势所趋，高校也不例外，如何与互联网相互融合来促进高校

的发展是高校管理者当前面临和思考的主要问题。首先，高校管

理者要转变传统教学管理理念，敢于摒弃因循守旧的管理理念和

教学模式，与时俱进，乐于接受新思想、新技术，既要做到勇于

创新又要避免盲目的追赶潮流，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创新出一

套适合学校校情的教学管理模式。另外，还要对信息化建设工作

高度重视，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实现学校教学活动、学

生管理等各种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归纳、总结、分析，为教学管

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1.2 高校教师面临的思考 

教师被人们称为“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

直以来广受人们的尊重，而教师的光荣职责便是教书育人。长期

以来，我国的教学方式都是教师和学生面对面灌输知识的方式，

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一些教学工作需要借助网络来

进行，师生的交流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单一交流的形式，给教师

教书育人的工作带来一定冲击，无法给学生树立言传身教的榜

样。加之学生由于年纪尚轻，自我约束能力不强，网络教学的过

多使用，学生的三观得不到教师的正确引导，极易被网络不良信

息腐蚀而丧失自我，甚至自甘堕落。 

1.3 高校教学管理工作面临的思考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高校培养人

才不同于生产一件产品，人才的培养需要经历相对复杂的过程，

既要对学生进行书本知识的传授，还要对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各项综合能力进行培养。因而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学生毕业步

入社会时，往往毕业即失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诸多企业对

学生综合素质不满意，毕业生眼高手低，好的工作企业看不上，

差点的工作不愿从事，即使去了也是频繁跳槽，从来不考虑自身

的实际能力。这就要求高校应注重教学管理工作的改革，关注学

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2、“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创新 
2.1 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大胆改革 

高校的领导既是学校的领导者也是学校的管理者，更应转变

思想观念，乐于接受新事物，以顺应时代前进的步伐[1]。高校的

管理者作为学校的决策者，要“走出去、引进来”，即：对于先

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要走出去多学习多参观，在进

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深思熟虑后，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去糟粕取精

华，引进适宜且适于学校发展的教学管理模式，勇于创新、大胆

改革，以“互联网 + ”的模式渗透教学领域。 

2.2 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教学模式一直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教

师在课堂上灌输知识，学生被动学习。而“互联网 + ”的背景下，

学生成了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的职责更侧重于指导和引导，答

疑解惑，以帮助学生吸收和消化知识。另外高校还要积极构建多

元化的教学模式，引进科学的教学模式如微课、翻转课堂等，以

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如课前将学习内

容制作成小视频上传至学习平台，学习内容包含学生需完成的几

个学习任务，学生可于课前进行自主学习，课堂就教学内容进行

交流、讨论、互动，以掌握教材的关键点和难点，课后教师还可

与学生通过学习平台进一步探讨相关知识，根据学生的学习能

力、理解能力、接受能力来布置不同层次和难度的作业，实现个

性化教学[2]。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得到了从课上到课下的延伸。在

“互联网 + ”的背景下，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均发生了巨大改变，

学生的学习状态也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对学生学习能

力、思考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均有很大

突破和提高。 

2.3 管理模式的转变 

传统管理模式工作量大，既消耗人力又耗费时间，而在“互

联网 + ”的背景下，学校对学生的管理都可通过大数据平台来实

现，通过限定权限将教学管理系统的共享范围最大化，使数据的

采集、分析、查询均能实现共享。如学生注册、考试等信息的查

询，就餐、宿舍管理等数据均能通过大数据库进行管理，不仅简

化了学校的管理工作，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还方便了学生获取信

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3]。另外，在“互联网 + ”的背景下，

学校的管理工作更加透明，师生可对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

议，不断完善和创新。 

在“互联网+ ”的背景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

进行得如火如荼，但任何新鲜事物有利就有弊，互联网虽然给教

学和管理工作带来了高效和便利，但也是一把“双刃剑”，还存

在其不利的一面，如学生没有教师的监督能否自主进行网络课程

的学习、是否能抵制网络侵害等等。因而高校应重视和警惕互联

网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全面看待才能推动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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