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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微信平台的高职院校班级管理研究 
王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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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微信是当前比较主流的一款专业办公管理工具，具备丰富的办公应用，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学校等办公服务场景中。
构建基于企业微信的班级管理教育平台，有助于提升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教育管理实效，促进班级教育管理信息化。本文由工作实践
出发，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特点分析了将企业微信作为构建班级管理信息化平台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对此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
依据，提出了几条解决措施，以期为企业微信在高职院校班级管理中的应用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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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WeChat is currently a mainstream professional office management tool. It has a wealth of office applications and is widely used 

in office service scenarios such as enterprises and schools.Building a class management education platform based on enterprise WeChat will help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management for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mot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class educ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work practi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enterprise WeChat as a platform for clas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technical acceptance 
model", several solutions are proposed. , In order to conduct useful practical explora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 WeChat in class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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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的使命，高职院校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状况关系着职业

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关系着学生未来人生发展[1]。班级是学校

教育的细胞，信息社会的班级管理方式的变革是以班级日常管理为
突破口。作为一名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面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技

术、新平台、新工具，如何选择适宜的信息化平台、工具进行班级

日常管理工作，实现班级管理信息化，潜移默化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更好的服务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这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二、高职院校班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生源复杂性与多样化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高等职业教育

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数
量也越来越多，从招生角度来看，招生方式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招

生方式和不同地区学生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等会有很大的差异，

生源特点比较复杂和多元化，这就需要从事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能
够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这些学生的特点，做好精细化的班级管理。 

（二）班级管理范围更加广泛 

数字化背景下，辅导员所需要管理的班级事务比较多，不仅仅
包括日常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疫情背景下更是加剧了辅导员的工

作难度，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这就对辅导员提出了工作

要求，需要不断革新自己的班级管理方式，顺应信息化时代要求，
积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班级管理的信息化发展。由于生源的

多元化，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参差不齐，他们课外

学习氛围不够，对新技术、新平台、新工具的使用效率不高。 
三、利用企业微信开展班级管理工作的优势 
企业微信是腾讯微信团队为企业打造的专业通讯与办公工具，

具有与微信一致的沟通体验、具备丰富多样化的 OA 应用[2]，因此作
为当下主流的一款专业办公管理平台，被广泛应用于高校校内管理

及服务等场景，目前很多高校都基于企业微信实现了各具特色的校

园应用，提升了校内管理的效率及水平。为顺应教育信息化 2.0 发
展要求，以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日常需求为服务导向，产生了使用企

业微信辅助班级日常教育与事务管理工作的想法。 

利用企业微信建立班级群进行学生管理，得到一个虚拟班集
体，具有以下优点：一是支持通讯录批量导入统一管理，便于识别

身份和快捷联络，也便于教师的班级管理以及学生的考勤打卡。二

是具有回执消息功能，查看消息已读未读成员，掌握班级通知触达
情况。三是企业微信支持多种沟通方式，具备直播功能和会议功能，

可以分享屏幕、文档等，可以借助语音、图片、表情、公费电话、

邮件等进行互动，互动方式更加灵活；同时直播方式支持回放，便
于未及时上线的学生事后观看。四是企业微信具有图片标注功能，

支持添加箭头、文字等标注，有助于问题反馈描述得更清晰。五是

企业微信辅助管理功能完善，微盘和微文档功能可以统一存储班级
管理所需的共享资源，方便随时访问与使用；接龙、投票等收集表

功能进一步丰富了互动方式。六是企业微信具有与微信消息互通功

能，方便班级工作通知与日常生活闲聊有效分开，也方便班级消息
的及时互通与传达。 

目前，对学界影响最大的接受模型是技术接受模型，这种模型

被广泛应用于信息技术的接受问题。企业微信同信息技术一样，企
业微信的推广也在于解决平台本身被高职学生接受等行为问题。为

此，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相关研究成果 [3][4][5][6] 可知，学生对技术

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能够显著预测学生使用该技术辅助学
习与实践工作的行为意向，因此，作为辅导员要想促进高职院校学

生对企业微信的使用，就必须提高企业微信在班级日常管理工作中

的有用性、便捷性和支持性。 
四、基于企业微信构建班级管理平台中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马克·普林斯基（Marc Prensky）认为在数字世界出生的这代年

轻人就己经属于“数字原生代”，对于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有着天
然的敏感性和亲近感[7]。但通过日常工作观察发现，笔者接手的这

批学生尽管基本都是 00 后的“数字土著”一代，他们接触手机、

电脑、平板等信息化设备的年龄比较早，但是由于这些学生来自不
同地区，受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差异限制，加之中小学阶段的信息

技术课程毕竟不是主科目，因此有不少学生的信息能力水平也只停

留在考试成绩上，实际的应用能力不强，这为笔者面向新生采用企
业微信平台进行班级日常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通过在日常工

作中对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到了学生对企业微信的使用态度和使用

意愿，下面将学生们反馈的普遍使用感受如下： 
1.初识普遍对企业微信感到陌生，存在对新事物的抵触情绪 

大部分学生表示只知道微信，不知道什么是企业微信，心里的

疑惑是为什么辅导员不用普通微信开展班级工作，企业微信难道不
是企业之中使用的微信吗？一些学生对新事物存在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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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企业微信内部如何设置感到麻烦复杂 

开学初，有部分学生下载完企业微信之后，是使用了家长手机

号绑定的，当入学后我要求一周内更改绑定为学生本人手机号时，

学生对更改绑定的操作过程感到复杂麻烦；同时，对于如何让普通
微信内置企业微信的消息通知，保障两个平台的信息联通，学生们

普遍不会主动解决该问题，尚缺乏一定的信息检索意识，主动分析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3.对平台内部的功能感到陌生，学习迁移能力不强 

学生们表示刚开始使用企业微信时，用着不习惯，看到平台里

面的功能也觉得很陌生，学习迁移能力不强。之后在辅导员和班委
的不断引导下学生们渐渐感知到了这个平台的易用性和有用性，目

前学生们表示发现企业微信比普通微信在办公、收发通知、接龙等

方面的确有效很多，他们对企业微信内部功能的操作与探索能力也
在逐渐增强。 

五、解决对策 
1989 年，戴维斯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 TAM ）[8]，该理论中

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即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通常，若学

习者感知到该技术对自身是有用时，则学习者的使用意愿就会得到

增强；当学习者感受到该技术越容易越方便使用时，则学习者的使
用意愿也会加强[2]。针对学生对企业微信平台的陌生与抵触状态，

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依据（如图 1 所示），形成了五条解决

对策。 

 
图 1 技术接受模型 

1.召开主题班会，提升对企业微信的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 

为解决学生初识企业微信平台普遍感到陌生的问题，笔者利用
《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专门给学生介绍了该平台，帮助学生建立

对企业微信有用性与易用性的认识，并强调了该平台是班级工作通

知发布的唯一渠道，为此开学初并没有专门建立普通微信群，原因
在于：一是为了减轻学生们对班级消息多渠道接收的认知负荷，二

是为了培养学生们对企业微信的关注度，大一下学期才建立了普通

微信群，并明确了该群的目的是用于日常灌水，旨在希望学生们能
将日常闲聊和学习工作信息有效区分，保障班级工作信息的有效筛

选与留存。 

2.对班干部进行培训，提升对企业微信的感知有用性 
高职院校班级中的学生结构构成复杂、生源渠道多样，加之由

于目前高职院校辅导员负责学生人数比较多，使每一位新生短时间

里接受到辅导员针对性指导概率大大降低。班干部则是辅导员和学
生之间交流的纽带，一个良好的班干部队伍可以使学生自主管理发

挥在班级事务中的作用。为此，需要针对所带班级的这些主要管理

力量进行专门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到企业微信平台的理论知识、
相关功能等，构建一种以企业微信为主体的班级日常事务管理模

式，提升对企业微信的感知有用性，有效提高班级管理的质量和效

率。 

3.注重学生信息素养培育，提升对企业微信的感知易用性 
为有效解决新生不会使用企业微信功能的设置问题，笔者专门

制定了一份企业微信基本操作指南，以此指导学生，针对遇到问题

的学生，班委会进行点对点反馈，指导全员完成了利用本人手机号
注册、在普通微信接收显示企业微信消息的目标。后续工作中发现

学生对这些基本问题能够做到自主处理了，能逐渐具备主动分析与

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此外，还会定期在班级总群分享一些信息技术知识，借助一些

典型案例，关注对学生信息伦理方面的教育，从班级日常管理工作

着手加强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提升学生对平台易用性的感知。 

4.辅导员与任课老师形成协同力量，提高实际使用效果 

有研究表明，企业微信平台服务于高校校园管理具有大大的提
升作用[9]。当前提高企业微信的使用效果是十分重要，而仅靠辅导

员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任课老师的工作协同，让学生能够认可、

接受、使用企业微信，如利用企业微信平台的上课直播、打卡、会
议、收集表、成绩管理等功能，可以开展混合式教学，吸引到学生

对企业微信的使用兴趣，从而提高实际使用效果。因此，辅导员和

任课老师要形成协同力量，任课老师的平时教学管理工作和辅导员
的班级日常管理可以整合进企业微信平台进行，这对任课老师信息

技术应用素养也提出了一定要求。 

5.加强社团联合会信息部建设，辐射带动班级信息化管理效能 
在新的时代命题和人才培养工程中，高职院校学生组织日渐成

为学生自主发展的主要力量，有利于发挥朋辈互助的重要作用。社

团联合会作为当代大学生思想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第一课堂的有益
延伸和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为此，社团联合会作为笔者

负责的一个学生组织，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专门设立了信息部，

目的在于重点选拔和培养一批对信息技术敏锐度高的骨干学生，提
升他们的信息技术应用素养，加强信息道德意识，以便辐射带动班

级信息化管理效能。 

六、经验与启示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如何用信息技术助力高职院校班级管理，

辅助班级日常管理工作的开展，提升高职学生的信息素养，也是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面临的重大课题。企业微信平台可以为高职院
校班级日常教育与事务管理带来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也应看到技

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助力班级日常事务处理、方便线上教育管理

的同时，也会存在某些负面影响，因此作为辅导员不能过度依赖线
上管理平台，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还是应注重与学生的面对面沟通

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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