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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管理网格化与信息化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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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信息化以及网格化的行进，这才是加快我国建设教育行业的桥梁，积极探究合理科学的研究

生教育管理工作才是实现我国现代教育理念以及促进一流人才产出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先说明研究生教育管理现状，

再对研究生教育管理网格化与信息化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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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marching of grid, this is the bridge of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dustry, actively exploring the reasonable science of gradu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work 
is to realize our modern education concept and promote the output of first class talent deman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n studies the grid and information methods of gradu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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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为了能够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目前我国研究

生招生的规模在逐渐扩大，研究生教育在不断改革创新。

教育管理工作显得非常的重要，管理工作的任务也在逐渐

增加。对于一个高层次教育体系来说，研究生教育管理

工作主要承担对优秀以及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任务。其主

要涉及从报名考试到论文答辩等各个环节，其中主要分

为招生、学籍管理、教学培养、奖学金发放以及论文评

审答辩等过程。因为管理工作的头绪比较多，并且分散

在不同的科室，研究生管理的工作很难做到集中的管理。

除此之外，大多数高校研究生院承担学科的建设等工作。

所以，研究生教育信息化与网格化的管理工作势在必行。

一、研究生教育管理现状

1. 研究生招生信息化

研招网是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指导，大学生就业指导

中心主办的一个报考平台。对于研究生招生来说，该网

站让学生们在线查询成绩、调剂以及录取等。通过这一

平台，学生们不用再浪费时间以及精力，对各个大学印

制的一些招生简章进行了解，直接在研招网中，对相关

的招生信息进行查询。在调剂复试环节中，可以第一时

间得到相关院校的一些调剂信息，在网络中填写一些调

剂的志愿。对于一些报考点而言，网上报名可以确保数

据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最大限度地减轻一些报名点以及

招生单位的压力。总而言之，通过信息化与网格化的形式，

从而明确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等角色的工作进度。

2. 研究生培养就是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

研究生培养的过程涉及到相关管理部门、导师以及学

生，通过这三方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配合，才可以确保

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现阶段，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应用不

同形式的管理体系，进一步实现高校培养研究生的网格

化以及信息化。通过系统，学生才可以逐渐地了解导师、

学院以及相关专业一些动态信息，学生们还能够在网络

系统上展开一些操作活动，比如查询考试成绩等。导师

可以通过这一系统提交学生们的成绩，更新教师自身的

简介，并且还能够对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查询，更

好安排一些教学实践活动。管理部门通过这一系统，对

师生动态进行实时掌握，安排一些课程的学习活动以及

专业实践活动，为高校的师生提供良好服务。

3. 学位工作呈现时间节点性较强、数据较复杂的特点

现阶段，许多毕业信息数据处理以及收集基本实现信

息化以及网格化。毕业生的一些基本信息、申报材料能

够通过网络填报、网络审核的形式，进一步地减轻相关

工作人员审核大量数据以及材料的劳动强度，节约人力

物力，最大限度地提升工作的效率。

二、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与网格化的构建

1. 建设研究生教育管理综合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生教育管理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所以，应该创建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一个信息系统，

该系统的建设，具有整合研究生教育管理业务流程的功

能，能够合理科学地配置教育的资源。此系统包含了各

项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且为系统用户设置学校、

省份甚至国家等管理部门，设定不同的权限，用户能够

在权限范围之内恪尽职责。对系统功能的设计来说，不

仅具有基础的信息录入、学籍认证以及服务功能等，还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 (9) 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61

具有系统对数据分析的功能。除此之外，我国各个地方

高校也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从而优化与完善系统服务

功能，譬如大部分高校能够把CIO体制适当地引入决策层，

创新以及其相关决策的部门，进一步地实现高校相关信

息资源的共享，落实研究生管理信息化以及网格化的建

设。

2. 建立标准的统一化和实行的完整化

研究生教育管理网格化与信息化的方法实施，关键

在于如何建立网格化、信息化的标准的统一化和实行的

完整化。教育管理网格化的标准统一化则是由横纵向，

点线面的形式进行权利与义务的划分，由教育改革的指

导性文件进行统一规划，使教育的各个环节紧密关联，

数据资源实时共享，按时按需的规范教育标准。同时信

息化的管理进行全面的记录和筛查工作，令教学数据及

时对接，由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推行信息标准，形成信

息与网格的双向统一和研究生教育管理规律的实践整合。

研究生教育管理涉及到多层次的管理工作，各个高校应

该连接成一个整体，不断地创新网格化以及信息化的管

理体系，不断地探索并且构建带有拓展性以及权威性的

一个信息教育管理模式。

3. 形成适配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格状的管理体系平台

对于各大高校来说，其优势专业，优质教师，选拔标

准等方面是有所差异的。但是对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理

念和培养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形成适配全国的研

究生教育信息网格状的管理体系和平台可以尽最大可能

规划研究生的教育模式及特点，以网格状的较牢固形态

分布信息，可以使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更为规整和有

序，在提升高校教育管理水平的同时促进研究生的专业

及学术研究发展。

4. 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队伍的建设

人力资源就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网格化以及信息化中

非常重要的因素，现代信息技术只是一种信息化实用软

件，应该把管理者以及工具有机结合，需要组建具有先

进管理理念的一支队伍，才可以不断地提高研究生教育

管理工作的实效性。具体需要从下述两个方面着手 : 一方

面，适当地转变相关管理人员的思想，不断地更新理念，

能够认识到信息化与网格化管理的模式 ;；另外一方面，

需要定期地培养相关管理人员，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育管

理队伍的良好素养，还需要培训行政人员，并且针对相

关培训的内容，展开考核的工作，不断地提高研究生管

理团队的处理能力，为了高层次学生提供良好的服务。

结论

综上所述，探究适应现代化教育的管理系统，不管是

管理系统的改革创新，还是教育管理添加的信息化以及

网格化的模式，都应该遵守研究生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改

革的统一标准，比较陈旧的思维并不利于我国教育事业

的发展，比较超前思维也是一样。因此，需要了解研究

生教育管理形式改革的一个度，构建完善的管理网格化

与信息化的方法，促进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同时实现培养

一流人才，创建一流专业和高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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