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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档案是学生学习生涯的纪录，在就业后各单位

在审查学生档案时会着重审查学生的档案完整度，我们

在大数据平台对学生档案的内容进行了相关的检索，我

们发现，当前的通行的档案内容最常见的材料包括：毕

业论文及评定表、学士学位申请书、实习手册或实习鉴

定表、其他录取材料等，政审考核材料：没有参加法轮

功等违法活动、在重大政治和突发事件中的各项政治和

思想表现等材料，党团材料。[1][2]

管理科学是基于对于目标项目的结构优化与保障的

科学。他的任务首先是对于相关的目标控制，与相关的

质量可以进行预控方案的内容：质量问题，物资储备与

安全保障等。因此我们假设档案的保存在管理学构架上

存在问题，那么在档案发生遗失后，学生将会承受相关

的负面损失，主要在于学生学业和学位的难以证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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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倾向的难以证明。我国的高等院校具备立德树人的

教育任务，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对相关的管理学构架进行

设计，这是保障学生学业安全的基础，也是教育工作者

进行立德树人的必备条件。[3][4]

人类神经科学模拟是一种思维导图方法，我们尝试

在档案的整理工作的开始进行输入端的设计，并且进行

相关的标记，基于档案的机密性，档案的遗失可能是重

大政治事件，管理成员必须提高警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明确规定了：

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导致档案损失是违法行为。若管理

构架出现问题，会导致法人受到相应的起诉，我们基于

神经科学的隐藏层标记管理和数字编码优化技术可以责

任落实到人，下面对该方法进行讲述与设计。[5][6]

1. 基于档案管理部门的输入端程序记录，基于各档

案智能编码输出的程序记录为输出端记录。编码的记录

是对隐藏层的神经元档案处理与整理流程所应当进行的

记录：

神经元的设定是如图所示的，在整个过程中：A 为

档案在收集的过程中的输入端。我们应该在相关的程序

中对输入端的参与人员进行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在输

入端的人员往往是相关的教师，B 为处理人员的层层记

录的输出端。A-B 之间为记录人员的隐藏层，我们尝试

首先以四层为例。但是实际的层数可能跟更多。第一层

是专职人员对相关的档案的整理责任人的记录，我们假

设湖南医药学院收到档案 3000 份，湖南医药学院公职人

员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应对相关的档案进行分类。第二

层隐藏层为分类层。第三层是在湖南医药学院国家公职

人员的负责下由在读生进行公益服务制的档案整理，这

一层应对责任公职人员的姓名进行记录。如果是学生会

等学生组织，更应记录。B 为输出层，这一层应当进行

相关的函数加密以让相关的靶向程序进行安全化处理，

这一信息在未来可以进行上传至湖南省人社厅与教育厅，

作为相关行政干部的考核方式。

档案在学生毕业后也应该选择这一方式，进行全面

记录，尤其是高等院校内的工作人员。[7][8]

2. 假设靶点院校出现了档案遗失，我们应该设计基

于管理科学，法律学与相关学生就业单位的流程模拟如

下：

首先：学生丢失档案（在刚步入岗位期间），但是已

经步入就业岗位。

第二步：学生档案在就业单位处发生发现在流通过

程中发现丢失。

第三步：学生所在的就业单位对学生进行政治审查，

并通知补全档案或自动离职。

第四步：学生向相关的学校部门提出申请，校方核

实情况，开具补办证明报告。

第五步：学生补办相关的档案内容，单位认可全面

的补办后的档案。

第六步：学生就业单位对补办的内容不认可，学生

解聘，学校被起诉。

第七步：学校雇佣律师团队，启动自查，被动接受

法律检查。

第八步：相关结果在上级主管机关单位的同意下，

进行全身高等院校广播。

理由：学生档案管理涉及法律问题，若单位出现明

显的违法问题时，导致被服务者追责应当属于管理科学

上的问题，档案的问题是不可以进行让步的重大政治问

题，管理期间若出现问题，应该在党和国家的监督下进

行相关工作的完善和优化，在发现短时间内丢失大量档

案的情况后，基于被服务者于法律部门和上级机关的信

息沟通后，高等院校也应该进行法律工作的准备，并承

受法律责任。

创新：我们应该考虑在大数据平台上进行全国人事

部门的网络上的档案编辑，在纸质档案丢失后可以登录

国家档案管理中心进行可视化的数字报告的提取。[9][10]

经济学讨论：在相关的工作我们发现大部分涉及到

的人工服务往往并不需要经济支出，往往是基于学生会

等类似的公益服务组织，建立大数据库投入较高，回报

一半，主要为因为计算机技术服务和维护的成本，因此

应考虑在未来科技发展后逐步建立，高等院校被起诉后

往往收到较大经济损失，在抽象上影响教育资源的经济

积累，因此丢失档案损失较大，晚上档案管理对高等院

校有重大利好。[11][12][13]

结论：笔者在大数据检索中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了检

查，湖南医药学院未发现相关的事件出现，在档案管理

工作上应该作为该区域的管理楷模。笔者结合在该校的

学习经验发现，这一单位并没有建立相关对的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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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机制，可考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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