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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声纹比对界面

图 6 用户信息界面

未来，未来为了进一步增强用户体验，丰富系统功能，可以

增加 Neo4j 数据库作为图数据库，用于知识图谱数据的存储和分析。

同时进一步完善数据共享、运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管理技术，

为师生服务提供有力保障，并为学校管理层决策提供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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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的路径分析
沈芝明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

之发生着变化，这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互联网具备即时、高效、便捷的特点，运用到学生管理工作中将

使管理工作信息传递更加及时，管理工作路径更加多样，管理水

平也更加高效，本文结合个人实践就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

的路径分析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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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是信息的时代，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方式在互联

网的影响下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看书要去图书馆，现

在网上有着海量的阅读材料；以前吃饭要去餐厅，现在只需动动

手指外卖送到家门口；以前工作只能在办公室进行，现在坐家里

就能网上办公。互联网为人们带来了如此多的便利，对于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来说也要与时俱进，将学生管理工作互联网化。

一、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的重新定义

传统模式下的学生管理工作指的是学校为保证学生的学习而

进行的一系列管理工作，较为统一，基本不涉及个体管理，管理

者没精力也没条件确保对众多学生的生活、学习、思想情况做到

面面俱到。而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由于添加了互联网元素，

管理者有了更多了解学生的方式和渠道，通过互联网式办公节约

出了大量时间，从而有精力去对学生除学习之外的其他方面进行

关注和管理，有条件做到将统一性的学生管理转为个体化的学生

管理，将管理工作进行得更加细微、具体。

二、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的特点

（一）管理模式多元化

在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管理模式是单方向传递的，

只有管理者对学生进行管理，学生有情况无法及时向管理者反

馈，给学生造成了很多不便。而互联网背景下的学生管理是双

向进行的，管理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即时向学生发布管理信息，

学生有生活或者学习需求也可以即时向管理者反应，补充了传

统管理模式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和即时性，使得教学管理工作的

模式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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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途径多样化

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管理者对学生的管理较为单一，在互

联网背景下，对学生的管理手段变得多样化，通过即时通讯社交

软件既可以建立管理群对学生进行统一管理，也可以对学生进行

单独管理，还可以在网络上建立平台，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需要

和学习状态，收集学生对学校管理、教学的意见，使管理者能够

更全面、更灵活地为学生服务。

（三）管理内容多元化

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由于有了更多的管理途径和管理

模式，所能了解到的学生信息也相应的较过去增加了很多，以前

只能了解到学生的学习，甚至了解的都不全面，现如今可以利用

互联网了解到学生学习状态、生活需求、思想变化等各个方面，

管理者可以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更全面更细致的管理工作。同

时也需要管理者自身与时俱进，更新管理理念，提高自身管理水平，

利用多元化的信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管理服务。

三、互联网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途径的创新

（一）利用网络，扩大学校影响力

现如今网络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各种购物网

站、视频网站的成功均说明了网络的影响力之大，高校也应当

从网络入手，建立属于自己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校可以收

录各种教学教材，供学生日常学习使用；也可以设立线上意见箱，

随时了解学生对学校的意见；还可以将学校的师资力量、科研

成果、优势学科、特色专业等相关信息收入平台，这样有意愿

来本校深造的学生可以对学校有一个直观全面的了解，扩大学

校招生的影响力，学生也可以通过平台与学校的老师进行双向

的交流，增添学生对学校全面了解的渠道，学校通过平台也留

住了更多有意向来本校学习深造的学生，为学校带来了更多优

质的生源。

（二）建立校内数据体系

大数据是现在很流行的概念，大数据可以反映出很多东西，

比如一个地区的消费水平、消费特点，校园里学生的大数据可以

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特点，例如：学生一周去几次图书馆，在哪一

个时间段去图书馆，每次去图书馆会学习几个小时，会借阅什么

种类的图书，根据这些数据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大致总结，然

后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学习方面的管理进行改进和优化。还可以反

映出学生的生活状况，例如：学生用餐的高峰时间段、较为喜欢

的食堂饭菜、每周用洗衣机的次数、去操场锻炼的次数和时长，

对学生的生活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并以此为依据对学生生活进行

管理，例如：大数据反映学生在周六日去食堂吃饭次数明显减少，

大多叫外卖或者去校外餐厅用餐，管理者就可以减少周六日食堂

的饭菜供应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利用大数据，管理者可以不

断根据学生学习和生活特点的变化而对管理工作进行调整，提升

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三）搭建互联网云管理平台

鉴于传统学生管理模式工作量大、耗时长，可以通过建立

互联网云平台对这种情况进行优化。建立互联网教务系统，学

生可以在网上进行选课、考试报名、考试时间查询，既方便又

快捷，可以有效减少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学生也可以节约更多

的时间进行学习。还可以建立饭卡自助充值系统、空闲自习室

查询系统、体育馆空闲训练室查询系统等，从学生的学习、生

活各方面优化管理工作，让学生日常生活更加便捷，也为管理

者减少工作量；学校也可以建立各种即时社交软件管理群，有

通知可以通过管理群直接下发，加强学生管理信息的时效性，

将学生管理工作进行得更加细致入微，使得学生管理工作从传

统的统一化向细微化转变，将学生管理工作进行的更加贴心、

省心、高效、快捷。

（四）利用互联网加强各管理部门联系

传统的管理模式工作效率较慢，流程较为复杂，学生办理一

个手续经常要跑好几个部门，既麻烦又浪费时间，在互联网背景

下完全可以在各部门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不再需要学生去各

个部门之间来回跑流程，直接在网上申请，通过信息共享平台一

站式审批处理，例如：学生考试挂科需要申请重修，需要先去辅

导员拿那申请表，填好之后再去教务处盖章申请，通过之后还需

要去任课教师处添加考试名额，一套流程跑下来需要一周左右；

而利用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学生只需要在网上申请重修，将申请单

网上递交给教务系统，教务系统审批过后将申请单发给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在将该学生添加进自己的教务系统学生名单即可，这样

不仅节约了学生、管理人员和教师的时间，还实现了绿色环保的

无纸化办公。

（五）更新管理者工作理念，创新管理体系

虽然将互联网融入到学生的管理工作中优点众多，但是由于

一些管理人员管理理念落后，思想未能紧跟时代，导致互联网式

管理未能深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之中，学校应对这部分人员进行培

训学习，提高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水平，保证管理理念紧跟

时代潮流，另外学校也要注重各种网上平台的搭建，为学生管理

工作的互联网化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确保管理体系在硬件上达标，

才能确保之后的更新学生管理工作理念、提升学生管理工作水平

等措施的顺利实施。

四、结语

将学生管理工作和互联网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可以大量减少

管理者处理日常工作流程的时间，使得管理者可以将更多的时间

用在了解学生日常需求、学习状态、思想变化等工作中，加强管

理者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联系，使学生管理工作进行的更加高效，

工作定位更加准确，学生也会有更多时间用来学习，接收各种通

知更加及时，不会错过重要的信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应该熟练

使用各种互联网管理软件，从而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效率，将学生

管理工作互联网化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 贾媛媛 .　浅谈“互联网 +”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

作的创新 [J]. 科技风，2019（23）：59.

[2] 樊新波，王桂红 .“互联网 +”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

工作的创新研究 [J]. 职业，2019（10）：30-31.

[3] 樊莉丽，利用互联网进行学生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J]. 中国

信息技术教育，2014（14）.

[4]邵明颖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生管理工作创新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20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