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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数据成为了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应用技术,并且为群

众的生活带来了帮助。尤其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帮助最为明显,但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相关新型技术

的应用也为我国各高校管理人员的工作带来了阻碍。在大数据背景下各高校开始进行学生管理工作信

息化建设,可是在建设过程中由于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应用问题,使得管理工作无法有效开展。所以本文就

针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以及相关建设意见进行论述,希望可以为各高校管理人员提

供有效帮助。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建设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群

众开始利用计算机进行网购,利用手机

进行支付与购物,这些现象都表明了我

国正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背景

下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并

且各高校的学生也在利用互联网技术进

行学习与生活,可见群众的生活与工作

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所以在大数据时

代背景下,我国各高校就加强了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并在大数据的帮助下进行

信息化建设,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促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现代化发展。但

是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相关管理工

作人员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就导致

各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陷入

了窘境,信息技术无法有效的帮助管理

人员开展工作。 

1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学生管理

工作主要问题分析 

1.1管理者的思想准备不足,行动力

缺乏 

虽然我国各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一

直在关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并在大数

据时代背景下提高了学生管理工作效率,

同时在校园中不断提高信息化建设工作

的有效性,进而保证可以有效进行学生

信息化管理[1]。不仅如此,相关院校还在

发展过程中将校园网的配套设施进行了

完善,以保证在日常工作中可以有效进

行信息化办公。可是在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管理人员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在院校进行信息化建设时,其相关管理

体系以及运行系统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

问题,这就导致信息化工作与信息化发

展观念无法有效结合,所以这一问题就

需要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分析与解决。举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拿信息系统问题来

说,当前大部分高校中的信息系统融合

性较差,并且相关工作人员对于信息系

统的维护与更新效率极差,这就导致在

信息化管理过程中,相关工作无法达到

预计效果。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主要原

因就是,各高校的管理人员缺乏大数据

管理意识,并且在进行系统运行工作时

也缺乏执行力,这就导致高校学生管理

信息化建设工作无法有效开展,所以各

高校在日常工作中,就要将这一问题重

视起来并加以完善。 

1.2实现全面信息化相对困难 

尽管我国各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十

分重视校园与学生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但是碍于时代发展以及应用问题,很多

高校的信息化管理工作还处于起步阶

段。并且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还有量大

难题摆在管理人员面前,第一点就是校

园中校园网的设立,以及校园网相关设

备及优化工作。虽然绝大多数高校已经

建立了完善的校园网,但是在学生管理

过程中,相关纸质档案以及电子档案的

并存还存在一定问题,并且学生的相关

资料例如党团资料档案等,管理人员还

是需要利用纸质档案进行记录[2]。信息

化管理工作只能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

进行整理,或是对助学金申请表格等信

息进行记录,由此可见各高校的学生管

理信息化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对

于本科类院校来说,因为学生数量较大

并且流动性较强,若是要在全校进行信

息化管理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其次,

就是各院校的信息化管理硬件设备,以

及设备的相关应用技术还存在问题,虽

然院校中的管理设备以及技术可以完成

简单的信息管理工作,但是若是想有效

的管理学生,当前的设备还是无法支撑

这么大的工作量。使得院校在开展集中

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管理子系统,并

且每个子系统还会负责不同的管理项目,

进而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管理

混乱的问题,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

化建设带来了严重影响。 

1.3缺少管理团队以及高科技人才 

很多高校在开展学生管理工作信息

化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问

题。那就是管理团队中缺少高素质人才,

并且在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时,还没有

相应的专业计算机人员进行管理,通常

是利用管理人员开展各项工作。可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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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理人员在对系统进行管理过程中,

其数据收集的能力以及对数据的处理能

力较差,无法满足当前信息化建设发展

需求,再加之当前各高校的学生信息量

较大,最终导致管理人员无法有效的对

信息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因为院校中的

管理人员其综合能力较差,这就使得管

理系统在出现问题时,相关管理人员无

法快速找到问题所在,更难以在第一时

间利用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 

2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

设的具体策略 

2.1加强对学生管理人员的教育

培训 

各院校若想提高学生管理工作信息

化建设效率,在日常工作中就要提高管

理人员综合能力,以保证管理工作以及

建设工作能够有效开展。那么各院校就

要针对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对其进行教育

培训,使管理人员可以在培训过程中,具

备相应的管理技能与知识,进而保证管

理人员能够合理的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因此,在对管理人员培训过程中,就要将

“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展现出来,

使管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能够站在学

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为学生创造出更

加良好的校园环境。与此同时,各院校还

要重视管理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

以保证管理人员可以更加高效的利用信

息技术对学生进行管理,使高校学生管

理工作能够更加便捷,进而有效推动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3]。 

2.2改善信息化功能,提高信息化程

度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各院校应深化信息化建设工作,并

提高学生综合管理能力,通过针对学生

不同需求的研究与总结,提高学生管理

工作信息化建设效率。不仅如此,各院校

还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总结信息化管

理存在的问题,例如信息处理问题、管理

子系统整合问题等,针对出现的问题进

行深入探索,进而提高学生管理工作信

息化建设质量。在此基础上院校还要提

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素养,以确保管理人

员在工作中能够合理应用信息化管理系

统,使信息化管理工作能够深入到学生

的日常管理中,从而提高信息化建设水

准。 

2.3建立大数据学生平台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不仅要针对学生

的信息进行管理,还要对学生的日常生

活进行整理,以增强高校学生信息化管

理的有效性,使信息化管理能够真正为

学生与教师带来帮助。例如对学生进行

信息化管理时,相关工作人员就可以利

用大数据技术,以及学生面容捕捉系统,

对学生日常的生活与作息规律进行记录,

从而通过大数据计算出学生的学习状态,

最终将学生本学期的挂科概率预估出来,

并将这一数据传输到辅导员面前,使辅

导员可以根据数据规划来引导学生,进

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进而推动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4]。 

3 结束语 

通过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在当前大

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计算机技术正在

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并且大数据对于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有着怎样的帮助作用。

因此,各高校相关管理人员在工作过程

中,就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与此同

时,各院校在开展信息化管理工作建设

过程中,还要将更加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加入进来,同时将新型的管理设备与技

术应用到管理工作建设中。笔者相信在

各高校以及管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一定会更加完善,

学生管理工作也会得到有效推动,进而

为高校现代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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