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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教材管理研究--以锦城学院为例 
蓝云 1  马旻伊 2 

（1成都锦城学院教务处；2成都锦城学院实验中心） 

摘要：自 15 年我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互联网+”被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变化。
在此背景下，高校的教材管理也应顺应“互联网+”的趋势进行改进，利用现有的新技术教材管理中存在的痼疾可以得到解决，本
文就此进行探究，结合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希望能够对现有的教材管理模式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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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材选用阶段 
教材的选用是教材管理的第一个环节，一般是由学校的教务处

发出通知开启这一工作，由各个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教材的鳞选上
报各二级学院教务科。这样选用教材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而每学期
开设的课程繁多，监管人员的知识面有限，对于教材选用的监管也
存在一定的困难。 

1.2 教材征订阶段 
在完成教材的选用工作后，需根据各课程的实际上课人数进行

教材的征订工作。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有两点，其一是数据上报不及
时，学校收集完数据后，需向供应商报订、供应商向出版社征订，
通过物流运输方式取得教材，这一流程周期较长，若学校没有提供
相应的数据，供应商不能确保教材课前到校。其二是数据不准确，
学校的数据来源是选课人数，而学生可能在选课阶段出现纰漏漏选
课程；使得实际的教材需求量与选课人数不符，一般高校多采取适
量多订一部分教材，并在指定时间进行补退教材的工作，最后将多
余的教材又退回给供应商，但这样一来又会增加教材管理工作的工
作量，增大出错风险；同时，增加多少的教材数量也难以确定，增
加多了增加了购书成本，增加少了，又会需要再次加订，出现无法
取得教材的风险。 

1.3 教材入库、发放阶段 
高校的教材普遍存在涉及范围广、种类多的特点，教材在入库

及发放时都极易产生混乱。教材由供应商送到学校，然后供应商与
相关老师一起进行清点、分类放入库房，由于书目繁多且每种书的
数量不一，在清点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问题。而教材发放也存在许
多问题；首先学校会以班级或是专业为单位进行发放，再由班级或
专业自行进行分发，在这个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少领或多领的现
象；其次，教材在线下进行发放，需要大面积的场地、大量的人力，
如果出现下雨的天气，还无法进行露天发放，时间、地点在协调上
都存在困难。 

1.4 教材结算阶段 
一般而言，学校会预先收取一定数量的教材款，而后在毕业时

根据学生领取教材的实际情况进行补退费，完成教材的清算工作，
现大部分高校已基本实现了教务系统的信息化，学生的缴费情况及
教材领用情况已录入电脑中，教材费用的清算可以通过系统完成。
但以我校情况为例，学生的缴费情况体现在财务系统中，教材领取
情况体现在教务系统中，这两个系统互不关联，要进行教材费用的
结算就需要两个部门人工进行对接 ，使得效率不高，且容易产生
错误。 

2.“互联网+”模式下的教材管理 
2.1 信息化管理模式的选择 
在现有的技术背景下，一般的信息化管理构架有两种，分别为

B/S 模式及 C/S 模式。这两种模式在程序构架、客服端负载、硬件
需求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而我校使用的教务系统则为 C/S 及 B/S
混合的模式。两种模式相较而言，B/S 模式只需浏览器即可使用，
C/S 模式则需在 PC 端安装相对应的客户端；C/S 的硬件需求更高，
但同时其安全性也更高，运行的速度也更快。 

2.2 教材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构建 
由于教材管理存在数据量大，涉及种类繁多的特点，结合现在

的“互联网+”技术将教材管理全面信息化能够有效提高教材管理
的效率，减少管理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机率。构建好的 C/S 管理系统
应当包含如下图所示的几个模块，且模块间需按相应的流程进行运
作，使得操作更具便利性。同时，该模块可并入教务系统，我校的
教材管理系统就存在教务系统内，但缺乏相应的教材选取模块。由
于教务系统内有选课系统，选课数据若能与教材征订数据实现互通

会使得教材管理更加便捷；我校的教材征订数据仍需教务在排课时
手动进行点选，虽减少了部分工作量，故需向自动生成数据这一方
向改进。由于我校的财务系统是独立的系统，在教材结算阶段，教
务只能与财务线下进行费用的核算，每年上千条数据需进行核算，
出错率较高；若财务数据能反映在教材管理系统中，这样一来可以
提高教材费用核算的效率及减少差错。 

图 1 教材管理信息系统 C/S 端流程图 

 
至于 B/S 端的平台构建，理应由学生输入其学号、教务密码进

入系统，然后学生在该端口进行课程的选取并确定是否需要教材，
这些数据汇总后上传入 C/S 端与课程选定的教材进行匹配即可完成
教材预购及征订环节。利用 B/S 端收集数据，可以缩减教材征订的
时间，得到精准的教材数量。 

3.本校教材管理系统的问题 
3.1 模块设置不完善 
我校的教材管理系统具有教材选取、教材入库管理、教材费用

核算这几个模块，但每个模块的设置都并不完善。教材的选取仍采
用线下报表，由教务系统管理人员统一录入系统的模式进行；同时，
缺乏教材的反馈、审批模块，这些流程都是在线下进行补充完成的，
该模块亟需改进。而教材管理模块也仅有教材的入库、出库功能。 

3.2 流程设置不合理 
教材的管理流程首先应该先选定教材，在进行教材的征订，但

是在我校的系统中这两个流程被合在了一起，教材的选取提前在线
下完成了，系统中仅体现在教材库的建立上。教材的选定被融入了
每学期的开课计划中，教材选取与教材的数量都被一并确定了，未
在系统中体现出教材管理的每一步流程。由于教材的征订与教学计
划的确定是同步的，学生的一些微调未反应在计划中，教材的相关
数据就会与真实的数据产生差异。 

4.结语 
总之，“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教材管理信息化是势在必行

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教材管理信息化使我们可以解决传
统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一些痼疾。以我校情况为例，教材管理的信息
化中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是需要我校与软件公司沟通、修改构
建为之去努力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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