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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

邓庆红

（泰国格乐大学）

摘　要：“互联网+”是当前时代变革的主要标志，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渗透到了政务、金融、交通、民生、医疗等各个行业领域

中。其中，“互联网+教育”作为教育领域中引入新兴技术、数字资源和信息系统的育人模式，促使学校教育管理朝着智能化、现代化和

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基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各大高等教育机构也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进教育教学管理与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等技术的融合，并以全新的现代化视角创新教育管理模式，突破传统高等教育所存在的发展限制，助推高等教育的发展变革。对此，

文章结合“互联网+”的基本特点和高等教育管理特征，对“互联网+”时代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创新策略进行探析，以期能推动我国

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和育人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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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plus” is the main symbol of the current era of change. In recent years, “Internet plus”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government 

affairs, finance, transportation, people’s livelihood, medical and other industries. Among them,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as an educational model 

that introduces emerging technologies, digital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nto the education fiel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management towards intelligence, moder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plus” era, all maj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also comply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with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e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l from a new modern perspective, brea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plu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l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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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时代赋予教育信息化新的使命，促进了教育与技术的深度

融合。在“互联网 +”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也随

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不断冲击着和影响着各大高等教育院

校的管理工作，鉴于此，高等教育机构应立足于学生的心理特征与

发展规律，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自身所具备的开放性、交互性

和信息资源丰富性等特点，推动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使其能更好

地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二、“互联网 +”的基本概论

（一）“互联网 +”的内涵及特点

“互联网 +”的概念最早是由易观的于扬董事长提出来的，是

核心要义是指：“线上到线下、在线离线”，是通过数据搜集、存储、

加工和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促进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智慧化、

数字化，最终实现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的融合发展。“互联网 +”具

有共享性、开放性、融合性和高效性等显著特征，能突破时间和地

域的限制，实现全面全球、全国、全社会及全面的资源共享和优化

配置，使得各个行业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2015 年，李克强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因此，“互

联网 +”是我国实现科技之梦、强国之梦的重要战略之一。

（二）“互联网 + 教育”

“互联网 + 教育”是指将“互联网 +”具有的开放性、共享性、

智慧性、技术性等优势转嫁到教育领域中，促进教育教学与现代化

技术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从课内走向课外、从校内走向校外、从

单一学校走向学校联动、从统一教学走向自主个性的转变，突破传

统教育教学的封闭围墙，形成互通、互融的育人体系。

三、“互联网 +”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

在“互联网 +”背景下，互联网技术逐渐成为社会革新的重要

力量，信息技术已然是教育领域改革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支撑。互联

网的全面渗透，不仅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教育资源，而且也推

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实现了对传统管理体制的突破，促进了

高等教育管理的顺势发展。

（一）促进了教学模式的改革

近年来，以慕课、微课为典型代表的网络课程，成为高等教

育信息化领域内讨论最多的话题，不仅打破了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

制，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而且增进了师生、生生之间的

互动交流，让学生逐渐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个性学、自由学，

在丰富教育资源的同时，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此外，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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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 +”背景下的教育模式可以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需

求与目的的学习者，有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二）促进了科研模式的改革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学科与科研之间的壁垒，促

进了教育教学的协同发展。采用“互联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可以吸纳众多行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通过构建互联互

通的分布式协作网络，使得科研工作的视野范围更加广阔。

（三）促进了育人模式的改革

高等教育学生身处于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其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学校传统的育人模式提出

了新的挑战和发展契机。高等教育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培育高素质、

高技能的人才，使其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而

“互联网 +”融合，促使高等教育只有紧跟时代发展，充分挖掘各

种有效的教育平台、教育形式和管理模式等，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促进学生的自主化学习和个性化管理。

四、“互联网 +”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

互联网的不断应用以及普及，促使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实践与

创新，并将“互联网 +”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教育管理工作中，但在

两者融合的过程中，还存在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模式单一、管理信

息化建设程度不够等诸多难题。因此，要顺应时代发展，高等教育

机构只有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资源优势，在坚持数据共享、协

同合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缩短发展过

程中形成的差距，从而更好地实现融合发展。

（一）利用“互联网 +”，创新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创新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重要先导，也是高等教

育管理改革的必然选择。“互联网+”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全面渗透，

为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发展机遇。因此，在这一

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应紧抓发展机遇，积极转变传统的管理教育

理念，明确“互联网 +”的重要性，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综合素

质的提高为目标，借鉴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和经验，推动教育管理

理念的创新和变革。例如，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利用互联网的资源共

享、多维互动等功能优势，将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打造成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育模式，让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和

技能，拓展个人知识面，同时也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全面发展。

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增强师生、生生之间的所

维度沟通和交流，以便能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促进学生的顺利学

习。

（二）利用“互联网 +”，创新管理模式

高等教育机构在不断融入新的管理理念时，也应利用互联网

技术创新教育管理模式，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在教育管理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凸显“互联网 +”在教育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1）构建科学合理的保障机制

“互联网 +”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以科学合

理的保障机制作为支撑。第一，师资资源保障。以“互联网 + 教育”

为主要培训内容，开展教师专题培训活动，帮助教师充分认识到“互

联网 + 教育”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使其通过定期的学习，获得应用“互

联网 +”理念的意识和能力，升华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为教育管

理工作的实施提供师资力量。例如，通过“互联网 + 教育”专递课

堂教学的双师教学模式，构建“教学专递——线上线下同步课堂——

教研沙龙”教研活动链条，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

开展“互联网 + 教育”信息技术培训，紧跟教育变革，紧扣教育教

学新理念，结合“互联网 + 教育”教学手段，从课程定位、课程内

容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实

现信息化、趣味化、高质化教学。

第二，信息系统保障。在“互联网 +”的大环境下，高等教育

机构应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优势，依托智慧校园平台，构建“管

理、教学、学习”三位一体、同步发展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实现教

务管理、课程教学、招生就业、行政办公等教育工作的信息化、规

范化、系统化管理，通过智慧化、数字化的管理模式，以实现对学

生的全程管理和精准评价。例如，借助信息教育平台，教师可以实

现对学生的动态管理，通过观察和统计平台后台的数据，就能精准

地掌握学生的学情和发展状况，以便于教师因材施教。

（2）创新“互联网 +”应用形式

在坚持以生为本的理念指导下，高等教育机构应围绕“互联

网 +”的内涵及基本特征，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优势，对现有

的教育管理模式进行重构，包括对管理机制、运行机制、资源机制

等方面的重构。在模式的重构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应以建设智慧

教学平台为重要抓手，以教学质量提升为核心，通过对信息技术的

应用，形成网络教育管理格局，从而打破传统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弊

端，充分彰显技术的优势。同时，在模式重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

机构应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标准，比如管理制度、质量控制

制度等，以确保教育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促使教育管理模

式朝着科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三）利用“互联网 +”，创新评价方法

目前，虽然“互联网 +”技术的应用日趋成熟，但在高等教育

的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不足，而依托“互联网 +”，创新教育

管理的评价体系，对于提高教育管理质量、明确管理问题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结合“互联网 +”的基本特

征和优势，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其中，线上

评价主要是依托学校智慧教学、交流群、社交软件等平台，通过对

在校师生进行调查研究和交流访谈，做好信息搜集与整理工作 ；线

下评价主要是通过面对面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引导广大师生参与到

学校教育管理的评价工作中来，最后通过线上线下的数据整合、统

计与分析，明确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改革创新的方向，进

而制定出符合师生需求和现代化发展的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思路，推

动教育管理工作的落地落实。

五、结语

“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互联网技

术与传统创业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为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提

供了良好契机。基于此，高等教育需坚持改革驱动、创新引领，做

好“互联网 +”战略谋划，紧跟“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进程，积

极运用“互联网 +”思维模式及运作模式，完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破除部门之间的壁垒，促进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有效联

动，有序推进智慧学校建设，持续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为

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助推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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