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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数据时代高校信息管理突破传统管理方式实现信息化是高校

信息化的主要体现，对优化学校管理资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

能促进教学改革。本文通过研究高校信息管理的现状，发现在高校信息
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部分高校对信息化管理的认知不够、信息资源匮

乏，缺乏有效统筹、信息管理未形成系统，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几点

建议，希望在今后的高校信息管理中能提高工作效率，加快信息化建设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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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技
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已经渗透到了每个
行业领域。高校信息化管理也进入了数据量大、类型繁多、价值
密度低、速度快时效高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改变了
高校信息化管理的环境，引起高校信息管理的变革与发展，管理
实现了信息化，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和质量。同时，在大数据时
代高校信息管理突破传统管理方式实现信息化是高校信息化的
主要体现，对优化学校管理资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能
促进教学改革。虽然我国高校的各种管理制度正在不断改进和完
善，但由于许多理论性、政策性、技术性的问题仍未解决严重制
约了高校教育的整体管理水平[1]。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管理模
式也要从科学管理转到信息管理，从人本管理转到信息资源化管
理，积极创新性的整合和集成新的管理体制，在智能化和大数据
化的高校教育管理中起到火车头作用。 

1、高校信息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一、部分高校对信息化管理的认知不够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教育管理信息化是利用信息的观点分

析和认知教育系统的过程也是各种教育观念转变的过程，高校对
信息化管理的认知程度和重视程度决定高校信息化的建设和发
展[2]。但部分高校由于竞争意识淡薄，受理论性、政策性、技术
性的问题制约，以及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信息化观念依然淡薄
对信息化管理的认知不够。 

二、信息资源匮乏，缺乏有效统筹 
高校信息化管理的核心是教学信息化，而教学信息化是建立

在信息资源基础之上的。多数高校信息资源的建设大都滞留在实
物和纸质资源上缺乏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严重影响了信息资源
的共享和利用。究其原因，首先是高校各部门各自为政无序开展
信息化建设，缺乏有力的指导和协调；其次是对信息管理及信息
化相关技术认识有限，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再加上在实施过程
中缺乏统一的评估和有效监督，导致信息系统建设效果不佳甚至
为以后的兼容留下隐患；最后，人力、物力、人员素质跟不上信
息化的步伐，制约了高校信息化的建设。 

三、信息管理未形成系统 
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信是高校发展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

题，因此高校建设信息系统的积极性较高，担负着落实这项工作
的一般是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他们重视网络的开发设计、系统
运行测试、信息系统的维护等技术问题，但对整个信息化管理缺
乏认识和体验，很难系统化整体化把握和运筹学校信息化建设，
因而减缓了高校信息管理发展的步伐。 

2、关于推进高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信息化建设，构建信息化管理和运行机制 
只有科学构建高校信息化建设才能符合高校教育的发展规

律，才能确保高校信息管理迈向信息化、现代化。高校应加强顶
层设计和整体协调，坚持信息化是一项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
的创新工作，需要人力、物力方方面面支持和服务学校信息化战
略的发展目标，全面梳理学校管理层的管理职责与统筹服务信息
化发展需求，自上而下统筹规划，制订统一的发展规划，确保信
息化的系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高校要建设校级集成平台，
统一管理信息资源，共享数据和信息，使信息成为学校资源，为
高校实现现代化和双一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二、信息资源融合创新，避免重硬轻软 
信息资源融合创新是提高信息化应用效率，解决当前高校管

理信息化的首要问题，而实现高校内部各部门的共同建设，甚至
全国各高校校际间信息系统的共同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是信
息资源融合创新的关键。要实现信息资源融合创新，避免重硬轻
软，高校应从以下途径寻求突破：首先是将学校服务器与网络教
育资源网站及其他高校网站链接；其次是，通过建立镜像，以便
在各高校间获取高质量资源；最后是自主制作和二次开发，融合
各信息系统，联合各方面力量实现信息资源的贯通和信息管理业
务的协同。 

三、建运并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在大数据背景下，要实现高校信息管理的信息化离不开人才

队伍的建设。第一、重视和加强高校教师的思想观念、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的培训，帮助高校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使高校教师具有
应用信息技术的理念和整合学科教学的能力；第二、加强专业技
术人员培训，确保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系统运行测试、信息系
统的维护；第三、加强领导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帮助他们转变办
学观念和管理理念，提高信息化意识和信息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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