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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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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信息化成为各项工作中的热词。基于此，高校教育管理平台的数

字化建设思路越来越引起了教师群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文主要针对结合数字化技术实现管

理平台的构建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相关高校管理人员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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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have become hot

words in various work. Based on this,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heated discussion from teachers 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

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platform combined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hoping to help

relevant university managers carry out thei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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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有效构建不仅能够集中解决高校

学生人数众多管理困难的实际问题，同时也能够为进一

步加强学生全体的相关就业和发展问题起到极为深远的

影响作用。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高校教育数字化管

理平台的建设质量和效果，相关院校管理人员应当进一

步加强自身的教学工作积极性，结合互联网高新技术和

相关功能的应用来实现整体数字化管理新平台的有效构

建，从而不仅能够为进一步细化学生的相关学习和身份

信息管理起到深远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为相关教师的

后续教学工作开展起到铺垫意义。

一、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的发展现状探究

1.相关院校的重视程度仍需提升

在实际的高校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一些高校管理

人员往往将自身的工作侧重点集中在对于整体学生的日

常教学和就业率提升上，这样的实际情况，虽然能够在

短时间内有效促进整体院校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但

是也容易造成对于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和发展的忽视。

这不仅会影响整体院校现代化教育发展和转型的实际进

程推进，从而使得整体的院校教学理念落后于其他的地

方院校。[1]在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整体院校的教学工作开

展质量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浪费了大

量的教学资源和人力资源成本。在一些已经开始建设数

字化管理平台的相关院校中，由于相关院校管理人员的

重视程度有限，因此整体的信息化建设平台受限于整体

经费不足的实际原因，不能够开发更加多元化的功能来

满足日常的教学管理工作需求，最终不仅使得整体的数

字化管理平台不能够得到教师群体的广泛应用，同时也

会造成学生群体的抵触和抗拒心理。除此之外，由于整

体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没有广泛的征求学生的实际意

见和需求，这也造成了整体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于学生

的实际操作和相关需求并不友好。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

大大抑制了学生对于整体操作系统的使用积极性，同时

也会造成院校教学管理工作与实际学生的响应途径呈现

较大的偏差，这种反而造成了整体教学工作的落实，质

量受到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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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对于信息化平台相关功能的认识仍需提升

在实际的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和推广过程

中，相关教师往往发现由于学生对于整体信息化平台的

相关功能认识相对有限，因此除了对于一些必须在平台

上进行完成的相关教学活动之外，其他的相应教学内容

还是按照传统的线下方式来进行完成。[2]这样的实际情

况不仅阻碍了信息化平台整体应用规模和功能优化的整

体发展趋势，同时也造成了学生对于整体信息化平台的

相关功能不能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知与应用，最终只

能够在小规模的教学内容当中提升整体的工作质量。除

此之外，由于整体的数字化管理平台相关功能并没有与

学生的实际学习应用需求进行有效匹配，因此也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际发展和提升空间。例如相关的

数字化管理平台往往并不能够结合学生的相关成绩和日

常学习水平进行课程的自主性划分，因此学生不能够通

过相应的线上方式来自主选择相应的课程，只能够通过

线下与教师进行沟通的方式实现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样

的实际情况不仅僵化了学生对于实际线上平台的使用需

求，同时也不能够进一步顺应院校对于学生创新和优化

教学策略实施。

3.整体平台缺乏就业渠道的进一步丰富

在实际的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过程中，相

关的学生群体往往发现整体的平台优化和功能增添往往

主要以校内的日常功能和课程选择为主，这样的实际情

况虽然能够在一方面为其他年级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

便利服务和自主化学习途径，但是对于毕业季的相关学

生而言却存在着缺乏就业渠道信息的相关问题。[3]而高

校毕业季学生在整体的学习和实习阶段面临的最主要问

题就是相应的就业问题，并且就业过程中对于专业不对

口，希望与市场相差过大以及就业签约整体规范流程等

内容的实际需求仍然并不能够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

满足。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毕业季学生只能够通

过线下的方式参加相应的招聘会和相关就业内容信息获

取，不仅大大浪费了自身的宝贵时间，同时也需要投入

更多的资源，最终还会影响整体院校各个专业的实际就

业率。

4.缺乏相应的信息反馈渠道

在实际的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过程中，整

体院校的管理人员在实际进行平台的设计过程中始终秉

持着教学工作的开展和落实质量控制，同时对于相关教

师的实际课程教学工作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线上技术服务。

这样的实际情况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整体高效的

教学工作开展质量，但是往往忽略了整体的建设平台需

要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反馈渠道，从而更好的结合使用人

员的实际体验和相关建议来进行更加多元化的功能优化

与系统性能提升。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整体学生

在进行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的使用过程中不能够针对自

身的其他需求进行反馈，同时针对其他的线下信息反馈

渠道也会进一步收紧，从而直接影响了整体学生的实际

学习和就业质量。[4]除此之外，一些大学生在实际进行

相关就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对于相关企业和岗位的

误差而造成相应的解约现象，同时另外一些毕业学生在

经过大量的面试不通过问题是产生的巨大失落感，从而

急需对于自身就业观的进一步转变和优化需求。这些毕

业季学生的整体就业合理反馈信息不仅直接影响了整体

个人的实际就业发展和未来方向，同时也会对院校的整

体就业率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的

相关反馈信息渠道造成了相关学生的信息反映质量受到

抑制，同时也减弱了院校与学生之间的实际联系，从而

造成了整体高校教育工作开展的负面影响作用。[5]除此

之外，缺乏信息反馈的数字管理平台也对于整体院校进

一步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作用，不仅使

得广大的学生群体降低了对于学校不文明现象的监督和

反映效果，同时也抑制了学生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院校主

人翁意识，最终对院校整体的内部凝聚力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破坏。

二、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的优化探究

1.进一步建立人才信息化制度

由于目前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的主要问题

体现在对于毕业季学生的相关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因

此为了能够更好的加快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的整体质量，

相关技术人员应当进一步有效构建管理平台的人才信息

化制度。这主要体现在这管理平台能够将院校毕业学生

的人员信息和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的上传与整合并形成系

统的信息资源库。除此之外，院校还可以通过加强与相

关专业对口的各大地方性企业进行有效联系，从而更好

的结合用人单位的实际招聘信息和企业发展情况进行有

效的线上整理，从而更好的帮助院校管理人员和相关就

业学生群体能够进行更加详细系统的深入了解。[6]通过

进一步建立人才信息化制度和相关信息库的平台功能，

不仅能够大大提升学生对于相关用人单位和自身学业信

息的进一步整合，并能够更好的结合数字化管理平台拓

展自身的就业和发展渠道，最终不仅能够更好的获得自

身认同企业的相关岗位发展机会，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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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整体院校的就业率。对于院校而言，通过整理和优化

学生群体和企业的数据分析匹配，不仅能够为之后的整

体专业发展和就业指导工作开展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同时也能够结合更加先进的线上平台实现与更多地区企

业的深度合作和人才输送。

2.进一步加强信息化队伍建设

由于目前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建设，质量和

功能使用仍然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因此相关院校管理

人员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对于整体管理平台的建设重视

性，从而有力地结合广泛的资源和资金投入来进一步加

强信息化队伍的有效建设。这样的工作内容开展不仅能

够促进数字化管理平台能够更加深入地渗透在实际的院

校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同时也能够进一步辅助教师的

信息化课堂转型发展，提升相关的专业课程教学质量。

除此之外，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化队伍建设也有助于进一

步加强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于普通大学生的实际学习和课

程选择需求满足，从而更好的结合不断优化创新的相关

信息化功能和实际基础设施建设来优化整体的院校教学

质量。为了降低信息化队伍建设成本，院校管理人员可

以在整体发展的初级阶段通过招聘对计算机功能使用相

对较好的学生进行兼职，这样不仅能够对学生的相关技

能进行更加深入的培训发展，同时也能够解放专职教师

的相关工作任务。

3.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效率

在一些实际的民营高校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对于

管理平台硬件设施的有效构建，但是对于相关管理平台

使用和维护人员的相关培训工作开展存在着较大的忽视。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相关学校管理人员应当进一步提

升自身院校教师群体对于整体教学信息化功能和相关设

备的有效认识，并结合多元化的培训内容来提升教师对

于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应用深度与广度。这样的教学形式

创新不仅能够大大提升民营高校的整体教学信息化效率，

同时也能为进一步焕发高效整体教学质量和整体教学团

队的实际积极性。[7]除此之外，相关教师群体对于高校

教育数字化管理平台相关功能的广泛使用也有助于提升

相关教学资源的利用率，不仅大大解放了整体课程的实

际教学负担，同时也能够对于学生的实际专业素养能力

起到有效的提升作用，并为进一步降低不必要的相关资

源和人力成本浪费起到深远的积极促进作用。

4.进一步完善教育信息化创新研发体系

由于整体的高校教学发展方向伴随着社会各行各业

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不同的学生群体也对于整

体的管理平台呈现出愈发多元化的相关功能需求。在这

样的实际趋势引导下，相关高校管理人员应当有意识提

前构建和完善教育信息化创新研发体系，从而更好的结

合整体管理平台的核心关键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优化，

并最终为进一步推动高校教育的信息化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技术创新动力。除此之外，进一步推动教育信息化

创新研发体系的有效构建，也有助于加强高校与相关行

业发展龙头企业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从而不仅能够为相

关的专业毕业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就业岗位，同时也能

够为促进各行各业的信息优化综合发展人才引进起到了

深远的基础性作用，并最终实现高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

未来核心道路。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教育至关重要，因为这一群体是

未来能够在各行各业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核心重要力量之

一。在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年轻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核

心要求指导下，相关高校管理人员应当进一步加强自身

的整体教学和管理质量，结合数字化管理平台，解决学

生学习和生活问题。这种不仅能够为学生的日常生活学

习提供多元化便利，同时也能够辅助相关教师实现更加

高效科学的教学形式和内容创新，并为成功完成国家和

社会，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才的历史培养要求做出自己的

一份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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