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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职学生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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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广西 南宁 530012）

摘要：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全面到来，中职学生管理迎来了新的转机，信息化学生管理平台、新媒体和线上教学平台等都成为

学生管理工作的新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管理工作水平。中职学校要立足生源特点，构建信息化学生管理平台，优化线上教学平台管理，

提升中职学生学习能力，利用新媒体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弘扬良好职业道德素养和传统文化，升华德育效果，使用微信群和 QQ 群开展班

级管理工作，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职学校；信息化时代；学生管理；应用策略

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中职教师解决学生管理难题，随时解决

学生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提升学生管理工作效率。首先，

中职学校可以构建信息化管理平台，把 OA 线上办公和学生管

理有机结合，及时更新学生信息。其次，学校还可以搭建新媒

体学生管理工作平台，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向学生推送职

业资格证考试、职业技能大赛和校园活动等相关信息。再次，

中职班主任可以利用微信群开展班级管理工作，耐心倾听学生

倾诉，培养学生良好学习态度，提升学生自控能力，打造智能

学生管理模式。

一、信息化时代中职学生管理特点

（一）巧妙利用智慧教学平台

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实施，智慧教学成为中职学

校主要教学方式之一，雨课堂、超星学习通和蓝墨云班课成为很

多学校专业课教学的“必备品”，这给学生信息化管理奠定了良

好基础。教师根据学生在智慧平台学习时长、考试成绩和教学课

件下载率等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发现学生在线上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优化学生学习管理模式。

（二）开辟新媒体管理渠道

随着抖音、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中职学生社交方式

发生了转变，短视频、朋友圈成为他们主要社交方式，中职教师

要巧妙利用新媒体开展学生管理工作，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

让学生更加配合教师管理工作。例如学校可以开通微博账号，定

期更新学校照片、发布校园活动状态、职业技能大赛备战等信息，

方便学生、家长和社会大众随时了解学校，把学生管理工作延伸

到生活中，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三）完善家校合作关系

中职学校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开展家校合作，一方

面为家长开设线上课程，讲解亲子沟通技巧、职业教育就业前景

等知识，转变家长教育理念，提升家长对职业教育认可度。另一

方面学校可以利用信息化平台和家长进行沟通，发布学校在职业

技能大赛取得的成绩、学生顶岗实习视频和招聘信息等，让家长

支持孩子追求职业理想，重塑学生学习自信，从而提升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

二、中职学校开展信息化学生管理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管理工作效率

中职学生管理工作包括了职业教育、心理健康、专业课和生

活管理，工作量比较大，信息技术可以促进学校行政、教务和教

师之间的合作，实现线上 OA 办公，及时解决学生线上留言。中

职教师可以利用微信群、线上教学平台等开展学生管理工作，利

用大数据搜集学生各门课程表现、社会实践分数，及时发现学生

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教师进行线上交流，及时发现学生存在问题，

科学提升管理工作效率。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满意度

中职教师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群和线上平台开展学生管理工

作，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鼓励学生与老师进行线上交流，

让他们寻求老师心理辅导、学业上的帮助，及时解决学生学习、

生活和就业中遇到的问题，赢得学生信赖。此外，学生可以通过

信息化平台查询考试成绩、职业技能大赛训练材料、助学金申请

情况等，让学生随时了解学校相关信息，让学生感受信息化管理

带来的便利，提升学生对学校信息化管理的满意度。

（三）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信息化管理可以兼顾中职学生专业课学习、社会实践、道德

教育、校园活动、职业技能大赛等管理工作，减轻教师工作压力，

让教师把更多精力放在关爱学生生活和学习上。例如教师可以利

用微信群向学生推送工匠精神、就业招聘和职业高考等相关信息，

帮助学生了解当前就业形势，鼓励学生继承工匠精神、吃苦耐劳

精神，鼓励他们参与职业技能大赛和职业高考，不断提升学生综

合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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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职学生管理工作策略

（一）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打造智慧管理模式

首先，中职学校可以根据自身 OA 办公需求、各个专业教学

需求和学生管理需求来研发信息化管理系统，满足不同部门办公

需求，简化学生管理工作流程，提升学生管理工作效率。例如可

以研发智能化、综合化学生信息化管理平台，设立学生、教师和

教务处不同登录模块，明确不同账号权限，不同部门、教师可以

线上办公，学生可以线上填写个人信息、咨询社会实践、奖学金

申请等问题，促进学生和教师、学校之间的沟通。其次，学校要

进一步完善校园 Wifi 网络，实现教学楼、图书馆和实验室网络覆盖，

为信息化学生管理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学校要完善一卡通管理制

度，把学生个人信息录入在学生卡中，方便学生凭借学生卡出入

图书馆、实验室和超市，让学生校园生活更加便捷。学校教务处

则是可以线上审核学生助学金、奖学金申请，下发各个专业课程

安排和考试安排，方便教师和学生线上查询相关信息，及时回复

学生线上咨询问题，进一步简化学生管理步骤，提升学生管理效率。

（二）构建线上教学管理平台，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中职教师要利用好学校线上教学平台，利用其指导学生课内

课外学习，帮助学生克服学习惰性，不断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和自我管理能力。首先，各个学科教师要及时上传教学课件、教

学视频和复习资料，方便学生及时下载、观看教学视频，根据学

生在线时长、线上测试成绩来评定学生出勤率和学习能力，并把

其作为学生期末综合测评的标准，以此来督促学生认真参与线上

教学。其次，教师要定期开展线上直播教学，设计线上互动、线

上测试和实训演示等环节，督促学生全神贯注参与线上教学，鼓

励他们积极互动、主动追问和提问，帮助学生克服懈怠情绪，让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例如教师可以利用线上教学管理平台

导出每一个学生线上学习数据，分析学生答题正确率、线上发言

积极性、作业分数和小组贡献值，及时发现学生存在问题，以便

帮助学生克服不足，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三）实施信息化班级管理，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中职班主任可以利用微信群、微博等开展班级管理，让学生

管理工作更加接地气，构建良好师生关系，培养德才兼备的技能

人才。首先，班主任可以建立班级微信群，分享班级美好瞬间，

例如学生认真学习瞬间、实训室一丝不苟练习视频和校园活动精

彩表现，展现学生多才多艺的一面，增强学生自信心，鼓励他们

积极参与班级和学校活动，营造良好班级氛围。其次，班主任可

以利用微信向学生推送就业、创业、职业高考和职业技能大赛相

关信息，耐心和学生交流专业课相关问题，倾听他们对就业、社

会实践和职业高考的看法，为她们提供专业意见，帮助学生明确

未来努力方向。此外，班主任还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优质微博账

号和微信公众号，引导学生合理运用互联网，避免学生过度沉迷

网络游戏或短视频，提升学生自控能力，让学生利用互联网了解

职业高考和职业资格证考试相关内容，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此外，班主任可以利用信息化平台开展学生学籍和社会实践管理

工作，及时更新学生专业课成绩、所获荣誉等，还要及时更新学

生社会实践经历，记录学生每一个成长足迹，打造智能化学生管

理模式。

（四）开辟新媒体宣传渠道，培养学生职业认同感

很多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并不明朗，学校可以利用微博、

微信公众号和校园广播等宣传职业文化、校园文化和工匠精神等，

端正学生就业和择业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认同感。例如学校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推送本校优秀毕业生工作简历，让学生了解学

长学姐在校学习情况、社会实践经验和求职精力，让他们了解更

加广阔的就业前景，激励学生学好职业技能、脚踏实地追求职业

理想，进而提升中职学生学习积极性，减轻教师教学管理压力。

此外，学校还可以在网站、图书馆和微信群等推送企业招聘信息、

职业高考和职业资格证考试辅导等相关内容，满足学生学习要求，

并邀请当地教育专家举办线上讲座，方便学生了解最新就业形势，

创新中职就业创业工作形式，不断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新媒

体为中职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渠道，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开展

校园文化建设、职业文化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不断提升学生管

理工作水平，帮助学生找到理想的工作。

四、结语

中职学校要因地制宜开发信息化学生管理平台，满足行政办

公、教务管理、班主任管理和创新创业教育等需求，共享学生信

息，利用智慧教学平台开展学生管理工作，实现学生宿舍、实训

基地和图书馆等场所一卡通，为学生提供便捷服务。中职教师要

定期上传和更新专业课教学资源、线上测试题和线上实训测试等，

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利用新媒体开展班级管理工作，利用微信群

发布社会实践、学校文化活动和招聘等信息，方便学生及时了解

专业课和就业信息，打造智能化学生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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