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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研究 
浦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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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依靠互联网大数据实现了工作、生活、娱乐等各方面的便捷体验，快速、便利成
为当代生产技术的标签，互联网大数据不断推动着社会创新进步。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同样发生着革新，高校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及云端存储等技术，在解决传统模式的教育管理问题的基础上，创新教育理念与原则，优化教育管理结构，提升
高校教育管理水平，从而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推动高校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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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uman society relies on Internet big data to achieve convenient experience of 

work, life, entertainment and other aspects. Speed and convenience have become the label of contemporary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big data is 
constantly promoting social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college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l were also the innov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cloud storage technolog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innovation education idea and principle,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enhanc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cultivate more innovative talen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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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的相关概述 
大数据又名海量数据，通常定义为体量超过 1TB 级别的数据。

但对于大数据区别与小数据的体量界限,学术界意见不同[1-5]。麦肯锡
全球研究所认为大数据的“大”应该是超出传统数据的范围，但无
法用具体的数据或尺寸来衡量的，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
据将会朝着更为庞大的规模迅速发展壮大。此外,不同的领域对大数
据的“大”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无需统一。在对不同机构、领
域与学者提出的大数据的定义与其定义的相对界定范围进行了总
结归纳，得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下：从容量角度的定义,可以
参考由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表的有关书籍中给出的对大数据这一
概念的详细解释。数据作为承载与传递信息的媒介，在人类诞生之
初就已然存在，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数据的记录方式从骨头、
竹卷、纸张逐渐发展成互联网技术时代的硬盘与云端存贮技术，其
存储体量更是成千上万地增长。故大数据在现代社会泛指在获取、
保存、管理及解码等方面优于传统数据库软件的关于思维技术与互
联网方法论的数据集合。在对大数据的内涵进行深入探讨时，要注
意区分信息、智慧与知识相比于数据大不同含义。信息不等于数据
而是数据的分支，即有背景的数据；知识则是对信息进行规律性的
归纳、分析与总结所得出的；而智慧则带有未知性，是预测未来的
知识。我们分析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据是信息
之母、知识之初、智慧之源。即信息依托于数据而产生，从信息层
次进行规律性总结、分析从而获取知识，而信息化的发展也促进了
智慧化的产生。在知识与智慧化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大数据进行信
息的汇总储存，对信息进行技术分析与挖掘，将信息化与智慧化相
连接，使大数据与互联网前沿技术紧密联通，促进大数据与信息技
术相融合，在提升大数据技术的同时，为云汁算、互联网、移动物
联网等各项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应用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大数据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的影响 
传统模式的高校教育管理由于技术水平、管理人员素质与财力

物力等方面的不足，其数据采集的类型通常为整体管理类、结果性
的结构化数据，这类数据能够给予管理者整体的发展局势，管理者
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高校教育管理制度与决策，从高校的整体发
展水平看是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的[6-10]。但这种数据采集模式缺乏主
观能动性，也无法对各个教育管理环节进行详细的统计，数据也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从而无法实时掌握学生与教职工的动态与教育需
求，无法提前预测不同教育管理事故的发生，也无法及时处理教育
管理事故，容易使高校的教育管理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高校教育
管理事业的发展。在各行各业都开始采用大数据技术的现代，高校
教育管理的数据采集也开始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革新。高校依托于

现代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开发了多款智慧高校 app，利用 app 中
的大数据技术可以实时检测后台的各项数据，并根据学生端与教师
端的不同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其数据采集速度与质量都远超传统的
整体数据采集模式，由于大数据技术是对数据进行实时的采集，故
该数据更具备真实性与参考价值。 

高校教育管理的大数据相较于其他机构的而言更加非结构化，
同时对于动态、过程、细微变化的统计要求更高，所以高校教育管
理大数据的运行处理程序将会更加具体复杂且需要多元化展开。大
数据技术可以实时掌握教师与学生的授课教学过程，其教学数据通
过数据分析师的分析加工，使教学数据智慧化，有利于高校吸取师
生意见，改进教育管理方法，使高下教育管理模式更加人性化。同
时期分析技术也能挖掘出传统高校教育管理的缺陷并结合师生的
教学研究规律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不仅提高了高校教学管理的效
果，同时也使高校教育管理模式更加科学化。 

高校教育管理大数据模式改革的一个重大方面是实行翻转课
堂的教学模式。高校需要跟随学生升级其教学模式，利用学生互联
网主力军的特点，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学习平台的教学中，分析不
同学生对不同知识点或课程的观看时长与调查反馈，调整各知识点
的时间分配与调整讲授方法。翻转课堂的大数据教学模式有两大主
要优点：一是私人定制，即在学习软件内部建立相应的算法，根据
每位学生填写的信息分析其所求同时建立个人推荐列表，在后续持
续收集每位学生的动态学习记录，利用大数据算法分析学生的弱
项，推荐相应的提升教辅，同时对学生的综合预测数据也会提供给
老师，从而进行教学方法与风格的改进，以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二
是大规模个性定制，即对全体学生进行随机分组，对每一组进行相
同的测试，经过多轮测试筛选出具有相似特点的学生组成一组，大
数据通过每组为单位，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同时提供最合
适的教辅材料，保证不同水平的学生能够均衡发展。同时，由于大
数据技术的支持，实行私人定制与大规模个性定制的成本都不高，
能够保证高校教育管理大数据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乏充足的资金保障[11]。据教育部科技发展 2015 年发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普通全日制高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反应其
缺乏充足的资金保障，导致其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无法进行，而
“211”“985”等院校虽然完成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但其大数
据技术的运行和维护成本较高，无法长时间运行。由此可知，资金
制约了我国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同时高校的大数据技术仍处
于起步阶段，无法进行有效融资从而自给自足，故政府需要加大对
高校教育资金的投入，加强高校教育宏观调控政策，积极引导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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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融资。 
二是缺乏相应的法规体系[12]。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中，其后续

的维护与安全管理问题也十分关键。错综复杂的网络环境与用户群
体为大数据平台的运行增加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由于我国在大数
据建设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善，很难解决大数据平台的技术与个人隐
私纠纷问题，一旦发生诸如此类的问题，高校无法做出完善的处理
就很容易使平台与高校都进入失信名单中。故，我国需要加快完善
大数据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侵犯技术与个人隐私的行为做出统
一的规范，完善数据技术所有权与个人数据隐私权，规范用户与高
校的行为。  

三是缺乏专业人才支持[12-16]。目前大数据建设具有庞大的市场
需求，但相应的大数据产业机构与专业人才都十分短缺。无论国内
国外，高校都需要专业人才进行大数据建设，故高校与产业机构间
的人才竞争也十分激烈。再者我国的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上不
健全，信息安全专业在我国高校中普及率不高，而大数据人才专业
培养计划从 2016 年才开始，包括数据项目管理人才和数据分析人
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国高校十分缺乏大数据专业人才对大
数据教育管理体系进行开发建设。 

四、促进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的研究 
1．确立大数据教育管理的理念 
在大数据时代,只有拥有先进的大数据思维和理念，才能抢得发

展先机。思维与理念在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主导数
据与技术的融合。高校教育管理大数据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增添
资源拓展与技术的应用而形成。我国高校教育管理大数据建设的理
念也随时代而进步，逐渐形成了以联通共享、人技相融、应用体验
为主的大数跨界、开放、合作、共享理念，促进我国高校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与学校特点的科学化健康大数据教育管理体系。为此，高
校需要联通产业、学校、地域、国家等界限,通过协同分享机制，推
进大数据合作共享理念的推广，形成各地区教育管理大数据资源的
联通共享建设,改变传统高校封闭的课堂教育结构，提高我国高校教
育管理联通性快速发展。 

2．制定大数据教育管理的相关原则 
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建设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教育管

理大数据建设的各方面，如物理设施建设、软件系统开发与隐形文
化培养都需要尊重师生的意见，通过大数据平台为输出口，在建设
大数据教育管理基础设施时，以“用户至上”与“学生本位”为原
则，打造真正适合学生学习的物理与网络学习空间，根据学生的需
求及动态变化，建立人性化的线上下立体学习模式，在参考大数据
的同时，不盲目相信数据，适当询问学生的意见，从而减少唯大数
据论而导致的错误教学管理方案，合理运用大数据，使高校大数据
教育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大数据具有两重性，所以在建设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是机遇与
挑战是并存的。对此，高校需要发扬扬长避短的原则。高校在制定
教育管理制度与规划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坚持自由、公正、
平等、文明的大学文化建设科学技术与大数据建设的开放传播相结
合，发扬大学的文化技术优势；二是在教育管理动态发展过程中充
分运用大数据的预警功能，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三是通过大数据
的先进技术保证教育管理信息的安全性，从而保护师生的个人隐私
不受侵犯，从而也避免了一系列的网络霸凌、诈骗、勒索事件的发
生，间接保障了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3．完善大数据教育管理制度规约 
高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大数据教育管理制度规约。近几年

来,我国八成以上的"211"院校都制定了本校的特色化大数据管控制
度:与大数据机构协商制定详细的数据管理、保存、使用等过程的规
章制度，坚持全程统一管控与安全共享，保证信息化数据的安全完
整与规范化使用,从而为学校提供高效便捷的大数据教育管理体验。
以上都是高校对大数据技术管理科学、系统、安全共享化规范管理
的探索，体现了高校对规范大数据教育管理制度的积极态度。但总
体而言，我国高校的大数据教育管理制度规约仍处于初级发展阶
段，缺乏系统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只适用于某一阶段的临时制度
规约。因此国家需要积极鼓励与支持高校建立长久稳定的大数据教
育管理体系，在遵循国家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

与地理条件，实行特色化的创新管理制度，系统地规范教育管理体
系，同时推进高校教育管理体系的改革。 

4．加快培养大数据教育管理人才 
大数据管理人才的培养是建设关键。大数据专业人才作为未来

中国大数据战略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其对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技术
对高校教育管理体系具有战略性意义。如何快速建立并加强中国大
数据人才的多层次、多类型培养体系是目前的关注重点。在高校大
数据教育管理体系建设中，要求大数据管理人才不仅需要掌握先进
的大数据技术，同时也需要具备大数据理念与创新性思维。了解高
校的性质，并结合高校实际情况建立相适应的大数据平台，同时与
高校教师教学相互配合，教导教师快速掌握大数据平台的使用方
法，并养成基本的大数据素养,能够熟练地与大数据管理人才沟通改
进方案从而进行课程创新，提高教学效果。在人与人交流模式中,
合作、体验的特点得到彰显;在分段化的学习中尽展创新思维。不管
是高校教师还是大数据管理人才，在进行高校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培
训时都需要贯彻自主、交流探讨的理念，引导教师思想观念的变革，
从而将大数据技术灵活运用于教学中，提高教学质量。 

五、结语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高校教育管理体系也进行着大数据化

的改革。教育管理体系的大数据改革以人的思想为核心，秉持发展
的思维理念，利用大数据科学技术与大数据管理人才进行因地制宜
的教育管理改革，通过相应法律法规与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规范，
实现大数据教育管理体系的长久稳定发展，从而加速高校对学生科
学文化素质的培养，实现育人目的，同时也是传统教育理念的革新，
从点到面，推动整个高校教育行业的变革。 

参考文献： 
[1]江波.大数据时代高校管理工作创新机制研究[J].商业文

化,2021(36):72-73. 
[2]殷新.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探索与思

考——评《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第 7 版）》[J].中
国教育学刊,2021(11):134. 

[3]肖晴.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管理工作创新机制研
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1(08):135-137. 

[4]林雪.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J].山
西青年,2021(11):17-18. 

[5]许晶.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创新路径研究[J].文化
创新比较研究,2021,5(02):28-30. 

[6]杨军.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创新路径研究
——评《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教育管理研究》[J].科研管
理,2020,41(10):290. 

[7]李青.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创新研究
——评《高校教学管理机制研究》[J].林产工业,2020,57(10):121. 

[8]张秋霞.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创新研究[J].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03):71-73. 

[9]陈燕君.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教学管理创新与研究[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0,39(08):37-39. 

[10]郑旭云.论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模式[J].传播力研
究,2020,4(13):157-158. 

[11]樊蓓蓓.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D].
昆明理工大学,2020. 

[12]邹长满,陈大阳.教育现代化背景下高校数据化管理改革
路径[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06):117-121. 

[13]徐广驰.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育管理研究[J].课程教育研
究,2019(43):10. 

[14]闵龚慧子.浅析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创
新措施[J].中外企业家,2019(22):167. 

[15]何淑通. 高校管理人员专业发展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
社, 2018,09.337. 

[16]田晓勇. 地方高校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M].宁夏阳光出
版社, 2013,09.209. 

作者简介：浦春声（1983.02-），男，黑龙江鸡西人，汉
族，硕士，助教，江苏海洋大学理学院，从事办公室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