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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的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优化策略 
黄登桔 

（泰国格乐大学  10220） 

摘要：近年来，由于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兴旺发达、不断向上，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所派生出来的技术产品也络绎不绝

诞生并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中，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下，通过搜集、分析与处理与行业相关的数据信息推动

行业正常运转已经成为各个行业的未来主流发展方向，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亦是如此。大数据时代下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在模式与

方法上应该顺应着时代之势推陈出新，如此才会使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大有可为，管理水平日新月异，促使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昂

首向前”，为提高高校整体实力“添砖加瓦”。基于此，以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教育管理工作重要作用分析为出发点，深入剖析高校教

育管理工作在管理体系与制度以及信息化程度这两方面的现存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大数据时代下的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优化策略，

以期对高校的教育管理改革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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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

目标，这一关于教育事业的论述按下了高等教育普及速度的“快进

键”，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精益求精。现如今为打破

社会人才的匮乏以及力不胜任的局面，各大高校重新调整各个学院

的划分、重新设置专业、重新安排课程，但由于高校招生范围的扩

大，学生人数暴增，这使得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效率的提高更是“难

于上青天”。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飘荡在大海上的”高校教育管

理工作仿若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能够借助大数

据技术的特点构建具有本校特色的教育管理系统，从而能够对多如

牛毛的教育信息实现快速搜集与分析，并游刃有余地完成问题的处

理。由此不难看出，大数据时代不但让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效率如“快

斩乱麻”，而且也能够关注到各个学生的长处，为社会培养综合性

的优秀人才，从而推动国家教育事业欣欣向荣。 

1 大数据时代对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 

大数据时代的悄然而至使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发生了今非昔比的

变化，不管是专业课程教学，或是学生日常管理工作都开始依赖于

大数据技术。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愈来愈高的殷切希望，高校教育

工作改革已是时代发展的主要趋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

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创新已成板上钉钉。大数据时代推动高校教育管

理改革快马加鞭地进行，不但有对传统教育管理工作起到救过补阙

的作用，而且也能够为教育管理工作的优化提供创新思路。高校要

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来实现教育管理工作的优化与创新，如此才

能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能力、在某一个具体方面

出类拔萃的人才。 

总的来说，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能够借助大数据技术更加全面地

了解当代大学生发展的需求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从而对学生的

个性化展开“见兔放鹰”式的管理工作，帮助大学生获得更全面的

发展。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也能够根据高校所在地区的特点以及

大学生的差异性为高校推荐更加适合且有效的教育管理模式，从而

让教育管理工作有的放矢。 

2 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现存问题剖析 

2.1 学校教育管理体系与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高校与中小学学校在教育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简单来说，

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相对中小学要复杂繁琐得多。如高校的招生管理、

学生管理、教室管理、教学管理等都离不开完整的管理体系与制度。

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教育管理体系与制度建设大有可为，需要高

校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努力，只有如此才能让教育管理工作得以有效

落实。 

第一，现阶段高校的教育管理体系比较泛泛，没有本校的特色。

在国家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也要时刻保持清醒

思考：其一是高校教育该怎样改革才能推动高校走的更远；其二是

高校要如何素质教育要求，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新时代——大数据时代下多数高校不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管理模

式，而且教育管理的体系与制度仍然寸步不前，远远被时代抛在后

面。不管是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还是学生自身学习与生活中出现的

小事件都没有相应的管理体系与制度来给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正是

因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泛泛而谈以及含糊其辞的管理方式，造成

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大幅下降。如对于高校学生学业成绩考核管理工

作，多数学校只是给出管理框架，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该怎样实施。

大数据时代高校要重视教育管理体系与制度的建立，从而提高高校

教育管理工作的质量。 

第二，高校教育管理体系过于简单、老旧，很难发挥教育管理

的实际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

动力，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依赖创新。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也不例外。

教育管理体系与制度是工作实施时的依据，但是很多高校并没有重

视该体系与制度的与时俱进，从而致使管理体系老旧，不能满足时

代发展要求，极大影响了高校教育管理的质量。以学生不断发展变

化的需求为参考不断完善教育管理体系与制度，是大数据时代高校

工作的重点。 

2.2 学校教育管理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 

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早已浑然天成，我国

多数高校加大了信息化建设的力度，但是因为信息化技术、基础设

施以及资源等方面的制约，造成高校信息化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也是高校教育管理迟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高

校在大数据时代下要更加重视信息化建设，必要时投入适当的建设

经费，建设数字化信息化校园，继而提高教育管理质量是十分必要

的。 

第一，高校信息化基础性设施建设仍然有待增加。如对于图书

馆管理工作，高校不但要对传统的纸质版书籍进行维护管理工作，

而且也要重视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共同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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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学生才能在更舒适、更优质的教育教学环境中

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第二，大多数高校缺乏专门的信息化人才，造成高校信息化教

育管理水平令人大失所望。即便是一些学校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将信息化“机器”引入到学校内，但是由于缺乏专门的信息化人才，

这些设备也会变成一种摆设，难以物尽其用。所以，在大数据时代，

高校要想提高教育管理工作的效果，培养信息化人才是 佳捷径。 

3 大数据时代下的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优化策略探究 

3.1 重视大数据意识与思维的培养 

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教育工作的深度融合是推动高校教育教学工

作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高校需要将大数据思维的培养贯穿到

学校的所有工作中，引导教师形成大数据管理意识，从而以大数据

实现管理工作庭无留事。现阶段，大多数高校教师对大数据时代还

缺乏正确、全面的认知，更不用谈形成大数据管理的意识。他们在

教育管理中仍习惯性使用面对面的传统管理形式，很少或基本上不

会用到大数据技术。因而不但造成教育管理比较粗放，管理效率也

远远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也是教学脱离时代轨道，让高校教学改

革裹足不前。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要变通趋时、抓住

时机创新与改革。因此，高校要引导每一名教师逐渐形成适应时代

发展的科学教育管理理念，并让大数据意识在每一名教师的心中生

根发芽。为此，高校可以在学校文化建设时利用墙壁文化、大数据

专题宣传栏等展示大数据的相关内容，让教师可以在耳濡目染中形

成大数据意识；也可以组织开展学校会议，着重强调大数据意识对

于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此不断提升学校管理人员

大数据意识水平的提高。除此之外，高校也可开展现代信息技术培

训活动，帮助教师不断提升更新教育教学理念，进而主动优化与创

新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模式，推动高校教育教学的改革。 

3.2 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教育管理体系的构建 

大数据技术的应运而生加速了时代的更新迭代，这同时也为高

校教育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提供鼎力相助。高校借助大数据技术

来构建更适合时代的、更加完善的教育管理体系，从而能够让学校

教育管理更加准确、具体、有针对性，让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如

虎得翼”。 

首先，要将大数据技术与学校教育管理工作加以协调统一，推

动高校教育数字化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高校要深究大数据技术的

特点，即精确周密以及方便快捷，构建“脉络畅通、四通八达”的

教育管理体系，并形成相应的制度架构。这不但使原来平面上的扁

平式管理更加鲜活立体，而且使学校教育管理工作更加精益求精，

从而有助于人才的有效培养。如学校内存在缺乏完善的德育教学体

系的问题，这时学校就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来对大学生当前的德育

学习信息进行搜集与数据分析，若有 50%以上的学生德育学习程度

难以达到标准水平，这样一来就需要高校以数据分析结果为依据调

整学校各个专业以及学科的课程设置，从而帮助学生获得全面发展。 

其次，高校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教育管理体系的革故鼎新。

大数据时代下高校要学会审时度势，积极尝试运用新的信息技术来

推动教育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如 5G 互联网络在数据的处理上更

加简便且操作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所以高校就可以尝试借助该信息

技术开展教育管理工作，这不但能够提高精准管理学生的效果，而

且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教育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漏洞并加以修补，

从而确保学校教育管理能够实时有效、有新意。 

后，高校在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教育管理体系时要重视所搜

集信息的正确性、全面性与完整性。为了确保高校教育信息的安全

性，高校可以专门开设数据管理部门，主要负责运用信息技术搜集、

分析与处理数据的工作。 

3.3 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与信息化人才培养力度 

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机器”以及信息资源瞬息万变，高校的

信息化建设若始终停滞不前，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学校教育管理工作

的效果，因此，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是现阶段

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点。 

第一，高校要想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 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完

成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避免不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数字化

图书馆、智慧课堂、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教学电脑等都离不开资

金源源不断的支持，只有做好这些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让

学校教育管理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实现改革与创新的目标。大数据

时代的翩然而至弥补了学校教材内容上的空白，仅仅是教材中的内

容已然不能“喂饱”每一名学生。所以高校要重视信息化建设，借

助大数据深挖教育教学资源，进而为推动学校教育管理工作贡献力

量。大数据时代瞬息万变，这也预示着高校教育管理模式也要见机

行事做出改变，但无论怎样变化，确保教育管理效率始终是高校工

作的重点，而为了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是

无可避免的。 

第二，高校要加强信息化人才的培养，促使学校教育管理人员

综合素养的提高。教育管理者主要是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施者，

其自身所具有的的素养对教育管理工作效果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所以高校要重视人才培养。首先，学校要对教育管理人员的专

业知识与能力进行岗前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考核筛选出

达到标准的、兼具教育管理素养与信息化素养的教育管理人员，从

而提高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效能。其次，组织教育管理人员在固定

时间到其它学校进行走访参观与学习，通过学习交流平台、信息交

流平台，或者管理艺术沙龙与讲座等活动来帮助学校教育管理人员

能够发现自身的优势以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加以改正，

促使综合素养提升。 

4 结束语 

现阶段，大数据技术加持下的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涉及的范围也

较以往有所扩大，这无疑将带给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更多的压力与考

验。为了有序开展高校教育管理工作，高校就要主动了解大数据技

术的特点并将其合理地应用到教育管理工作中，以此实现教育管理

工作的信息化，推动学校教育管理系统的完善，让高校教育管理工

作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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