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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新媒体工具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 
蒋萌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14000） 

 

新媒体是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必备工具，其与生俱来的优势与不

可避免的局限性凸显，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诸多新情况。高校

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顺应时代发展新需求，借助新媒体技术

创新学生管理理念、方法与平台，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与成效。同

时，要结合大学生的特质，发掘学生的个性、需求与诉求，提高学

生管理的针对性与满意度，切实提升学生管理的实效性。 

一、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现状 
1、高校学生工作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在进入转型期，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

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管理和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

应现如今高度发展的社会的需要。学生工作体系本就是一个自上而

下的纵向但是立体的体系，由于信息基本上都是纵向传递，信息传

递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传达不到位，不及时甚至是错误传达，这给辅

导员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甚至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管理工作的正常

展开。 

2、管理者的管理意识与责任待强化 

高校基层学生管理者很多都是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

者，很多时候只是上传下达机械工作，缺少灵活变通，对于学生心

理辅导，职业方向辅导，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帮助不多，部分基层管

理者消极怠工，应付了事，这给教育管理事业造成伤害。 

3、学生自律意识与心理素质不高 

部分学生经过三年痛苦学习，好不容易进入大学的校门，内心

激动和兴奋，面对着宽松的学习压力和学习环境，很多学生无所适

从，翘课，沉迷网络，不能完成正常的学业，内心是无比挣扎的。

部分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面临着学业和生活两重的压力的困扰，但

他们一般自尊心都较强，心理又很敏感，不轻易接受他人的帮助。 

二、新媒体工具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应用的优势 
1、新媒体工具获取的渠道简单 

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不断推广和普及，人们对新兴的新媒体

工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使用率也节节攀升，这要得益于开发这些

软件的公司甚至是某个团体，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手机或者电脑的

AppStore 或软件管家和手机助手上免费下载我们所需要的微信、微

博、QQ 等新媒体工具，方便简单且免费，下载时间短，占内存小。 

2、新媒体工具应用门槛低 

新媒体工具的操作都是非常简单快捷的，不管是学识渊博的大

家还是普通人都可以操作自如，用户只要用几句话就可记录下此时

此刻的心情或感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格式，随时把所见所闻，所

感所想发布到自己的新媒体工具页面，随时更新动态，同时可上传

照片，视频或者是音乐，与好友一起分享，实现彼此之间的互动，

产生巨大的传播效应。 

三、新媒体工具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便捷 
1、开放性和共享性的新媒体工具拓展了学生管理平台 

新媒体将学校学生管理的区域延伸至虚拟的网络时空，给学生

管理带来诸多新技术、新方式、新渠道、新平台，各类学生管理服

务平台应运而生，有效拓展了学生管理的深度与广度，实现了学生

管理在“隐形”的网络空间的覆盖面与延伸面，“网络育人”已成

为学生教育管理的新空间。 

2、交互性和即时性的新媒体工具提升了学生管理效率 

依托各类新媒体平台与技术，实现“面对面”到“键对键”的

“线上线下”资源融合和信息共享，促进学生管理主体、客体、目

标、环境、信息等要素的有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减少学生管理过程

中的资源耗损，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 

3、便捷性和平等性的新媒体工具增强了学生管理人性化 

人人拥有新媒体，人人享用新媒体已是生活常态，由此催生出

了时代背景下特有的互联网文化、手机文化、网络消费文化。学生

管理者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与技术，与学生进行平等性、开放式、

零距离的双向沟通、即时交流，实现人人参与、实时互动，尊重差

异、包容个性，增强学生管理的人性化。 

4、专业性和个性化的新媒体工具提升了学生管理的针对性 

新媒体通过专业的技术处理与分析，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订

单式”和“菜单式”专属服务，以满足个体在现实与虚拟时空维度

下的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特殊需求。学生管理者可以通过在

线关注、即时跟踪、动态分析、个性解读等方式，全面掌握学生群

体的“大数据”，通过每个人的“数据身”来读懂他们各自的亮点、

特点、痛点和难点，继而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提升学生管理的针

对性与预见性。 

四、新媒体工具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 
1、隐蔽性和虚拟性的新媒体工具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 

新媒体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模糊了“真实”与“假象”

的边界，可以使身处相同空间里的个人分离在不同的场景里，最大

限度将个体零碎的时间和分离的空间置于隐蔽的虚拟空间进行“配

置”，使人有一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高校学生群体思想多元、

个性张扬，爱憎分明，但是独立性、自制力、务实性、承受力等方

面相对较弱，较容易被各类虚假、隐蔽、负面的信息所误导或欺骗。

同时，容易造成思想涣散、意志薄弱、漫无目标、个性孤僻、沉溺

网络等学生管理问题，让学生管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

性，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 

2、泛化性和复杂性的新媒体工具弱化了学生管理的权威 

新媒体的广泛渗透，以无法阻挡之势将思想素质、价值观念、

性格爱好、能力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的人一并置于虚拟的时空里，

造成鱼龙混杂的复杂环境。因此，当人人可“发声”的时候，要想

构建一种权威的主流“声音”就变得愈发艰难，思想教育与舆论引

导变得更加复杂。就可能会表现出对学校的教育管理的抵触和反

感，甚至对学校和管理者提出质疑与否定，造成学生管理无法达到

预期的目标。 

3、自主性和交融性的新媒体工具削弱了学生管理的功能 

学生教育管理中教师和管理者作用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网

络、手机等新媒体延伸、拓展，甚至替代，削弱了学生管理的功能。

校园“低头族”和“宅室生”现象愈发严重，如何引导学生“走出

宿舍参加活动、走下网络参加实践、走向操场身体锻炼”，提高学

生活动参与率和身心健康率；如何减少学生上课玩手机、作业“靠

百度”现象，提高课堂“抬头率”和降低作业抄袭率等难题，已经

成为新形势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需要攻克的崭新课题。 

4、海量性和碎片化的新媒体工具降低了学生管理的价值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不再有统一或者唯一的来源，信息资源

实现了最大化的共享，学生对从教师或者管理者身上获取信息的依

赖程度和认可程度明显降低，面对学生个性化的多元需求，学生管

理者有限的能力与精力，确实无法实现需求与能力的“匹配”，进

而产生学生管理的结构性矛盾，弱化了学生管理的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