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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事大数据应用分析
随着人事管理制度的不断深化，高校人事管理需要与大数据

结合，构建一个多中心多层级的高校数据平台，通过对高校的
人事档案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共享及利用，将教职工人事档
案信息可视化。在人事需求分析系统上，实现将高校人事处、
教务处、科研处关于教职工的人事档案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实
现人文社科、理工科院系发展进行不同层次的比较，使得整个
高校发展情况实现可视化。

1.1实现“人事管理”。该功能需要采集的数据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是教职工个体人事行为数据，例如教职工进修、继续学习、考
勤、退休、档案调配等；第二是采集校层面的数据，进行宏观的
分析，包括但不局限于全校师资情况，校内人才引进情况、校内
事业编制、非事业编制教职工情况等。

1.2实现“计生管理”。该功能需要建设基于数据仓库技术的
高校校内人口计生综合分析系统，整合和利用教职工生育信息资
源，建立定量模型，关联分析与计生相关的数据，使校内制定相
关政策更加准确和人性化。

1.3实现“能力分析”。该功能需要将教职工科研情况与教职
工年龄、部门、休假、考勤、职称、学科情况进行关联分析，关
联分析各部门科研成果与部门内教职工学位分布、年龄分布、工
资分布、科研工作量情况等基本系数的关系，为高校防止人才断
层提供提前预测依据，高校也可从宏观层面引导校内优秀人才晋
升，制定不同岗位的任职条件提供数据支撑和标准。

1.4实现“人才需求评估”。采集校内学术成果数量、项目情
况、学科情况，科研产出情况等，根据科研成果的分布判断校内
科研弱势点，为高校增加师资提供决策支持。

2  科研大数据应用分析
科研大数据分析通过优化科研资源配置和提高科研计划项目

的管理绩效，保障高校科研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2.1实现“科研评估”。可以综合内部团队科研成员情况、科

研机构情况、科研基地情况，科研类别，从内部数据库得到人员、
经费等信息，论文和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从成果报表得到获奖、成
果转让情况，最终综合集成各类数据。

2. 2 实现“科研项目管理”。针对高校科研情况，需要根据
不同学科，利用科学方法，收集、整理、加工和分析相关的科研信息、
科研成果和科研团队，包括科研团队成员基本情况，科研机构和科研
基地的基本情况，对每年度校内的国家级、省级、部级项目进行统计
分析，对申请的重大项目做跟踪，纵向和横向对比科研项目具体情况。

3  教务大数据应用分析
教务大数据分析，基于高校教务管理系统收集的大量的操作

数据，并从这些数据中统计分析出教师教学评价、学生学习效
果评价以及班级、专业、院系、高校的学习和管理评价;指导
教师教学改革，提高学生学习效率，预测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
方向，为教学管理制度的改进提供数据支持。教务决策模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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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教务管理系统数据库基础上，分主题抽取数据、建立数据库、
提供教务教学评价和决策分析数据。

3.1实现“教学计划分析”。通过采集教务模块及与教学计划
相关的其他业务系统数据，将数据整合分析，建立“教学计划分
析”模型，提供包括对各学院教学计划、大纲执行力度、对应教
学技能培训、院系教务排课情况、教学计划内的学生实习、实践、
开课执行度等关联分析。

3.2 实现“教材和耗材分析”。统计分析教材计划、订购、
出售、领用的情况，以及耗材计划、订购、领用（销售）情况。

3.3实现“考务分析”。通过采集考务相关数据源，包括但不
局限于校内考试情况、校内英语水平考试相关信息、计算机水平
考试相关信息、其他考试相关信息以及对应考试的成绩关联分析，
建立“考务分析”模型，通过折线图显示全校水平考试成绩发展
趋势，分析成绩变化原因；通过饼状图显示各类考试占比，为高
校为学生提供热门考试资源指导方向。

4  实验室大数据应用分析
对高校各学科实验室分布、实验教学、资源投入等综合分

析，以及对实验室的实验成果，以及实验资源投入的总体分析，并
对重点实验室、特殊实验室进行监控管理。为高校对实验室的管
理、资源的投入等工作提供决策分析和参考依据。

5  信息化大数据应用分析
通过采集高校上网行为、校园卡行为以及信息化设备使用情况

等数据，对数据进行预测性分析和战略决策分析，宏观分析高校信息
化情况与建设效果，用于评估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以及遇到的问
题；微观分析每个用户的上网行为和校园卡等使用习惯，了解师生的
日常需求或者兴趣，通过信息化数据评估师生生活习惯、消费档次、
当前关注内容等，为高校的管理工作和师生服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6  结论与讨论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研究，实现发现高校在管理

中的深层次问题，并进行管理行为预测，提前发现可能出现的潜
在问题，实现全校管理的可视化。具体建设内容包括“人事大数
据分析”、“科研大数据分析”、“教学大数据分析”、“实验室大数
据分析”、“信息化大数据分析”5个大数据业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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