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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在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臧爱清[1]  杨光[2]  贺平[2]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大连  116052） 

摘  要：区块链技术在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能够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还能够增强学生、教师

和教育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为学生、教师和教育机构创造新的机会和价值。文章从教学信息管理现状出发，结合区块链技术的特性，

阐述了区块链技术在高等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将教学管理过程中的诸多场景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开放

性和透明化、防篡改、可追溯等特性，实现教学管理完整、保密和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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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就境外势力对国内某高

校实施网络攻击窃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杨涛指出，中国国家计

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对境外势力实施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证

据确凿充分。杨司长同时指出，这不是境外势力第一次对中国机

构实施网络攻击和窃密敏感信息。 

而根据教育部发布 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显示，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5 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

校生 2.93 亿人。如何保障上述人群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信息准确

和安全，是值得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思考。 

一、国内教学信息管理现状 

当前，国内高等院校的教学管理系统主要采用中心化服务器

存储的管理模式。这种教学管理模式在使用中会面临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方面。系统漏洞或遭到恶意攻

击会导致信息被篡改或泄漏，而数据维护不当也会导致数据丢失

和文件不可访问等现象产生。尤其是系统受到恶意攻击时，系统

中的学生学习数据、教师的教学数据、教学资料等都极易丢失。

尽管可以通过备份来恢复，但备份的间隔时间会影响教育工作。

在系统的数据量方面，由于学生数量逐年累计，系统维护管理或

者升级不及时，亦会导致系统服务处于不稳定甚至宕机状态，造

成系统资源被占用而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 

 
图 1 中心化服务器存储管理模式示意图 

教育部主办的学信网自使用以来，在学籍信息的安全性和准

确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学信网的成功使用使学历造假变得困

难，但学习过程中的履历不能有效覆盖。比如科目成绩、项目经

历、课程互认、证书证明等内容范围繁琐，涉及面广，数据量巨

大，全面保存这些材料尤为困难。目前的教学过程证明都是由校

方按照学校的规定来实施，学信网登载的都是信息的结果。但随

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单靠学校背书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需

要借助信息化和网络的渠道来解决，而区块链技术特征恰好能弥

补上述的缺陷。 

二、区块链的含义和特征 

区块链技术近年来广受重视，从 1.0 货币到 2.0 合约再到 3.0

超越货币、金融市场之外的区块链应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区块

链技术的迭代发展，区块链应用层面也开始向多样化演进。虽然

不同形式的应用所需的区块链技术细节各有不同，但核心的理念

却是一致的。 

1.区块链的含义 

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该数据库由一串使

用密码学方法产生的数据区块有序链接而成，区块中包含有一定

时间内产生的无法被篡改的数据记录信息[1]。 

简单的说，区块链技术不是单一的技术，它是多种技术融合

的结果，融合包括密码学、数学、网络科学等多学科。这些技术

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记录和存储体系，并给存储数

据的区块打上时间戳使其形成连续的、前后关联的数据记录存储

结构，最终形成一个保证诚实的数据系统。 

2.区块链的特征 

作为价值传输协议，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的

特征非常明显。但是从教学管理的角度去分析区块链的特征，去

中心化、透明性和开放性、信息不可篡改和匿名性是区块链的突

出特征[2]。 

去中心化是区块链最基本的特征，去中心化的特征意味着区

块链不再依赖于中央处理节点，能够实现数据的分布式记录、存

储和更新。信息不可篡改特征是指区块链系统的信息一旦经过验

证并上传区块链后，就会得到永久存储，无法更改。 

透明性和开放性是指区块链系统的数据记录对全区块链节

点是透明的，数据记录的更新操作对全区块链节点也是透明的，

这是区块链系统值得信任的基础。同时，区块链系统是开放的，

除了数据直接相关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链

上所有人公开。 

匿名性是指区块链技术解决了节点间信任的问题，因此数据

交换甚至交易均可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节点间的信息和数据交

换是通过具备时间戳的各区块完成，由于各区块有关联的时间记

录，相关信息的存储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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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块链在教学管理场景中使用分析 

（一）文件分布式存储  

目前采用的教学管理模式如果中心服务器被攻击或者误操

作删除所存储的数据和文件，会造成相关资料的丢失。但是借助

区块链技术存储文件不会因为上述问题造成文件丢失。因为区块

链技术是分布式存储，相关数据和资料是分块存储在网络的各个

节点之中，所以即使一个节点所存储的网络文件被删除，节点所

蕴含的时间戳仍然可以保障数据通过备份准确访问。这也理论上

保证数据可以永久存储[3]。 

这种分布式存储对教务管理信息的保存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各种信息化教育

资源愈加丰富。由于信息化教学资源迭代更新较快，很多资源在

课程优化过程中被删减，相关教学管理数据很难复查，而区块链

的技术很好的弥补这个缺陷，能够满足成绩保存至少五年的需

求。 

（二）区块链系统的开放性和透明性 

传统的中心化服务器对教务管理是需要管理员赋予权限的，

一般情况下，普通游客无法对教学管理系统进行访问。而区块链

技术下的教学管理系统是公开透明的，可以通过设置访问内容进

行操作。 

1.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愈加深入，尤其是高等职业类院校在

专业技术能力培养意识逐年提升，国家、省、行业都在积极推广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养模式和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大赛，

提倡通过考取证书和参加比赛来获取相应的课程学分，采用课程

互认或者学分互认的方式来替代传统的学分获取方式。 

目前，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认证和职业技能竞赛需要到不同

机构网站查询，从学校传统的教务信息管理角度，信息零散且不

集中。区块链可以统一归集学生证书信息实施上链，信息支持公

开查阅，保证学生资质信息完善；同时提供资质查询入口，按证

书类型分类，分年度按学院专业汇编获取证书的同学信息，便于

企业检索时一目了然，信息真实、可求证溯源。 

2.在课程互认和奖学金评审过程中，区别于传统的申请课程

互认和奖助学金公示的模式，区块链教学管理系统可以直接将所

有课程互认的情况上链，由于系统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学生可以

直接查询相关结果并且能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 

3.系统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的特征在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也

能得到很好的应用。现阶段，作为重要的教学过程，高等教育顶

岗实习的时长从一个月到六个月不等。如何精准捕捉学生的实习

表现，把握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动态，并作出及时响应是顶岗

实习管理中目前面临的很棘手的管理问题。学生实习过程中实施

有效干预的前提是有效跟踪，滞后的信息虽然能规避后续风险，

却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如果将顶岗实习期间信息上链，分别为

企业管理者、学生、校方管理开通不同权限，企业方可以上传实

习现场，每日更新学生出勤及其他动态表现，学生可以提出遇到

问题，这样校方管理者就可以在链上查看不同学生在不同企业的

所有信息，并根据信息情况作出及时响应。根据区块链的隐私性，

对于学生、企业采用不同范围的隐私公开模式，仅支持校方可以

查阅所有信息，不仅可以最大化保护学生隐私，也有助于辅导员

及早对学生的异常波动进行关注和干预。 

（三）区块链管理系统的不可篡改性 

教学管理中重要一环是学籍信息管理，学籍管理过程是贯穿

学生从入学到最后毕业的整个环节，它涵盖学生在校期间所有学

习和生活的节点信息。学信网的使用在学籍管理方面提供了严格

的管理模式，但学信网包含学生个人信息和专业信息，在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过程管理中难以完全关联。院校目前的教务系统通过

教学管理各个模块的关联，基本实现了学生学习相关节点信息的

获取、汇总。但是招生/录取、学生管理、社会实践等板块内容

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各部门系统独立运行，数据存在割裂，目

前部分高校已经通过设置综合管理平台完成数据信息闭环，实现

数据汇集、分发，但是这对于不同系统连通、系统运行环境要求

都变得更高，关键是依然缺乏学生数字身份认证环节，无法保证

身份及信息统一准确。 

合理的使用区块链技术将很好的完成上述功能，将各时间段

的学生信息通过综合平台上传，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将

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信息都能有效串联起来，辅助以学生学习过

程中收到的奖惩信息，则能完整展示学生在校期间的整个学习和

生活过程，为学生就业、学生奖惩评定等方面提供完整的信息支

撑。 

综上，区块链在教学管理平台方面能够展现其特有的使用功

能，但作为已经迭代发展的技术，区块链很多功能尚待开发和使

用。教学管理平台涉及教师、学生和教学资料的数据量价值无法

估量，如何保障学生受教育过程中信息的完整和保密是值得从业

人员深思并研究的。区块链技术提供的理论基础能够满足现阶段

的使用，但全面推广区块链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使用仍然还

需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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