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9 期 2021 年

面对互联网思维浪潮，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路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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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高校中，高等教育体系内的每个个体均为大数据的创造者、传递者、应用者。受互联网信息技术浪潮的冲

击，曾经工业时代中所建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显然已落后于现阶段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独特式发展，如何脱离中心化、摒

弃边界式、远离中介型是目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路径转型的当务之急。切实深化与推进改革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亟需融合互

联网思维，创新理论观点、探究手段途径、开创高效优质模式，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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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学生工作转型的必要性

在大数据方兴未艾，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当今时代，应

用大数据以此探究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规律，从

而针对性推进工作，提高质量。这不仅关乎青年的个人成长

与人才培养，也关系到国家前途与社会发展。因此，论文在

基于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的双层基础上，以大数据视阈为起

点，创新架构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构架，并对其

展开一系列的理念路径创新、载体机制创新，层层剖析、步

步深入，以期提供强劲支撑和有益借鉴。随着世界互通的程

度深化，互联网络格局逐渐固化，原有搭建的管理模式明显

已不能很好适用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现阶段的学生管理工

作路径理应为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独特式发展而存在，

理应为立德树人的本质服务。这也与高校立德树人，人才培

养的根本目的不谋而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面也

明确要求:“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

建舞台。”高校在搭好服务台子、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需要始

终以人为本这一根本点为路径导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

忘立德树人之根，谨记教育成才初衷；紧抓个体成长与人才

培养的立命之本，不断为学生谋发展、促未来。当今时代局

势下，传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重新洗牌的紧迫程度与日剧

增，融合互联网思维，推进改革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探究切

实可行的管理路径，开创高效优质模式，转向自主创新性管

理，一摒过去之“怎么培养人”的桎梏，向“如何培养好人”的

更高阶目标迈进。

2 互联网思维背景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现状

和问题

2.1 在学生管理中过度高举“人文”旗帜，而遗落“严格管理”

“纵观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典范，无不体现了“严格要求”

的思想。学生管理工作也是如此，没有严格和严谨治学态度

就不能造就出一流的人才。”因此，如果在管理的过程中未严

格贯彻，深度执行，那么一切规章制度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漫天泡影。以至于高校法律秩序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2.2在学生管理中一直提倡“严格管理”，而遗忘“以人为本”

在高校学生管理中，“以人为本”，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充

分尊重学生，围绕学生需求，为一切管理工作要点。然而，

因出于对国家法治化建设的重视，高校过度解读，将“严格管

理”视为宗旨手段。例如，制定诸多校纪校规，力求凭借于其

监管学生，一劳永逸。管理者的需求虽得到了一定满足，但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被抛在脑后，独特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泛在特性催化，致使“无时不网、无处不

网、无人不网”的时代特点日益突出。网内网外融合一体、线

上线下汇集一家，互联网俨然已成为新时代的架构根基，无

孔不入地驻扎社会。如此一来，建构在工业社会原有的基础

上，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脱离中心化、摒弃边界式、远离中介

型的任务突显，革新任务刻不容缓。

2.3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学生管理科层组织面临被解构

工业思维为现行社会的主要思维架构，其中心化、流程

控制式、标准一体型等无一不被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所传承套

用。因此其具有浓郁的科层氛围、封闭单线的集权模式，自

上而下，由内而外，形成了金字塔状模型的封闭系统。那么，

在这套系统所进阶形成的生存原则下，决定着学生管理模式

唯上级领导“马首是瞻”，而并非围绕学生个体开展；是以管

理为鞭策手段，而不是以服务为最终目的。但回归互联网本

质，其本身为网状结构式，更无中心节点一说。它并不是科

层的金字塔结构，也不是扁平状的发展态势。如此一来，种

种特性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摒弃科层化、脱离中心化的发展

诉求，以期呈现纵向贯通、分众离散的发展特征，一贯互动、

开放平等的体系探索，以此可以全面解构工业思维中已落后

于互联网发展要求的理念。最终推进形成融互联网思维与现

代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突破时代思维桎

梏，践行落实为学生个体成长与人才培养的工作路径。

2.4摒弃边界式，传统学生管理封闭运营面临被打破

高校传统大学生管理模式中存在着区块部门式、职能特

权性等严峻问题，与学生学习和个体成长紧密相连的事务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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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止步于单一切割与模块划分。部门“画地为牢、筑城为

邦”，将整体联系、环环相扣的方面区隔条块化。以此剖析，

现行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体制封闭单一、资源利用等局限逐

步凸显，与学生关联方面被划分为单独模块，所产生的数据

仅停留于表层运用，还存在着借信息孤岛化、碎片式以实现

管理单一垄断这一严峻问题。这与现阶段的时代浪潮是相悖

而行的，互联网本质是互联共通，信息之间的通道是高度流

动和快速扩散的，也因此打破了受制于工业思维下的传统垄

断僵持局面。进一步而言，由跨界联通所呈现的网络开放也

将现实环境中单一固有的“学校—学生”的封闭式组织结构所

淘汰，开创性建构了高校和学生之间完全充分共享共用的新

形态，从而更好地为学生谋发展、促未来。

3 互联网思维背景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解决措施

3.1 基于用户思维，更新学生管理理念

在互联网思维中，用户思维居于关键节点，为其他各思

维的根基。用户思维主要点在于“纲”，其他思维为“目”，纲

举目张。在传统科层制管理氛围的塑造晕染之下，围绕的是

“客户思维”;但互联网的世界中特力推行的则是“用户思维”。

二者虽看似仅一字之差，却深刻反映着管理理念的变化。教

育产品最终是为用户(学生)服务，以用户(学生)体验为核心。

而客户仅是购买产品服务，并非均是亲身使用者，其关注点

在于价格。以客户为导向，营销策略有效可行，而以用户视

角探究，体验至上。因此，用户思维强调凸显产品体验，并

全方位贯彻践行，深化“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3.2 融入平台思维，建构学生管理组织

在用户思维的引领导向下，以学生需求为冲刺跳板，减

少纵向式的被动机械系统管理，创新打造横向式的主动智慧

型管理模式，左右贯通协作，使学生管理组织呈现扁平化的

发展态势。紧紧围绕着与学生相关的各个环节，以扁平化、

分布式、平台型模式重构组织。学校各职能部门形成协同合

作，深度融通的发展关系，将原有单一固化连接转化为高度

合作关系，使学校成为有效平台。在网络化的推行下，建立

多边协同合作、搭建优化扁平化组织，开创形成融互联网思

维与现代信息技术于一体的高校学生管理体制。

3.3借力数据思维，优化学生管理质量

在网络信息技术背景之下，融大数据思维于高校学生管

理之中，借力数据思维再度回归学生管理本质，从而不断改

善管理工作、优化管理质量。“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是，放

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大数据是全数据，全维度，这带来了

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视野扩张与视角变化”其并非拘泥局限于

“大”与“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打破数据的孤岛碎片式存在，

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意思表示，充分预测未来形势，即理解

数据的价值。数字校园、智慧学校的建设应以借力数据思维，

创新数字化管理模式，优化人工智慧型服务。通过对学生学

籍档案、学业学分监督、课堂出勤、文化活动、心理健康等

方方面面存在的信息数据一系列，全流程的采集整合，分步

分析，系统科学把控，精确科学预测，以更好推行前置式管

理。基于大数据的学生管理测评体系，可了解个性需求进而

分门别类，专注细分领域，推进精细化管理，优化线下管理

服务，借助现代技术实现从“人管”转向“智控”，使其智慧化

水平不断跃进。

综上所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融合互联网思维，并非

简单“器”层面的数字化转场，而在于如何基于用户思维，融

入平台思维，借力数据思维，以开拓创新，从而达到“道”层

面的理论变革、基因重组。要从理论观点、手段途径精准紧

抓痛点，重新建构适用于时代发展的管理模式、才能针对性

解决现存问题。同时，高举信息化旗帜下的个性化突破、小

众式需求，是对工业时代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合理扬弃。

其本质是高度的人性化。深刻落实“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新

时代发展思想，以互联网视域为展望工具，就其而言，变革

创新一系列管理流程，从“大众”到“小众”、由“人人”至“个人”、

以“客户”推“用户”的工作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回归学生个

体需求，深化精准管理，平衡人文关怀与严格管理，转型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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