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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我国各行各业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国家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下,

我国的各大高校信息化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

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已成为判定这个国家以及集体是否具备竞争优势的主要衡量点。在高校信息化建设

的过程中,诞生出了许多前卫的模式,这些模式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高校信息化的建设,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心理认知模式。因此在新形势下对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进行

研究,有助于使高校信息化建设更为全面。本文即是从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以及高校信息化建设具体过

程所进行的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一些略有见地的方法,仅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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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have made rapid progress 

by leaps and bound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is also in full swing, and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In today'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utilization and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has become the main measurement poin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untry and the collective have a competitive advantage.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ny avant-garde modes have been bor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modes has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among which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s the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mode.Therefo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mo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Informatization is helpful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Informatization more comprehensive.This paper i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mode and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some slightly insightful methods, which are only for the reference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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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程改革以来,我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高校的环境以及对学生教育的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

心理认知模式是一种新诞生出的模式,近些年来才在各领域开

始广泛地应用,因此在目前的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还处于

初级阶段,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就难以避免的会产生一些问题。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有效解决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目

前所有教育人士广为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只有采用科学的手

段充分地认识心理认知模式,才可以为其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

的应用打下夯实的基础,最终既可促进高校学生的未来可持续

性发展,也可为未来的心理认知模式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1 心理认知模式与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概述 

1.1心理认知模式的定义 

心理认知模式主要指的是：凡是一切以人的认知过程为对

象的研究都属于心理认知模式的范畴。而目前心理认知模式主

要起源于西方心理学界,在西方,通常认为的心理认知模式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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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对各种信息进行加工的心理学,他是一种研究信息加工

的理论术语,通过采用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进行验证,模拟来研究

人的认知过程[1]。与此同时,将这一过程主要归纳为反应系统,

感应系统,控制系统以及记忆系统四种模式。因此,综上所述,

心理认知模式不仅仅要把各项认知过程体现出来,而且要将人

的认知过程与普通心理学相结合从而研究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心理概况。 

1.2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涵 

高校信息化建设主要指的便是随着现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被应用于各行各业中,在高等院校中通过结合自身发

展的模式来采用一些前沿的信息技术,构建校园的整体面貌,使

校园实现信息化的整体覆盖,以便于有效提高高校的日常管理

过程,使教学质量得到强化,并且提升高校的综合实力。它的具

体流程便是以高效率的校园网络为基础,通过开发一些应用型

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将教学资源管理,科学研究管理,后勤服

务管理,以及教务管理相融合,努力争取实现信息化的增值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高校信息化的建设是一个十分繁琐

的过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信息化的模式必将是未来高校发展

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建设成为一流高校的必经之路。 

2 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应用的意义 

2.1心理认知模式可充分提升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 

由于心理认知模式理论是一种结合了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

的形式融合可充分引导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价值观,人生观取向,

因此当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应用时,便可在

一定程度上使学生能够接受日常的学习,从而使高校师生能够

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实现理论灌输的效果。其次,由于心理认知

模式是一种有意识的认知,高校信息化的建设离不开网络及信

息化综合管理系统的应用,当他们与人的意识相结合便会实现

教育内容及教育目标的渗透使学生的学习效果进一步提高,并

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实践能力,最终便提升了

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 

2.2心理认知模式可提高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效率 

高校是一个知识密集的场所,其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通常

会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环境,通过心理认知模式的应

用便可使学校拥有一套完整的信息管理系统。而当心理认知模

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得以充分应用时,便可以通过影响

学生的心理,进而影响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提高了高校信息化的建设[2]。除

此以外,由于高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包含了对于高校师生经

验、知识、技能方面的要求,因此,当心理认知模式在这一过程

中被应用便可通过改变人的主观意识形态而提高各种知识经验

技能,最终便提升了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效率。 

2.3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可提升高校的综合实力 

这主要指的便是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促进了高校信息化的

建设,当高校信息化初步建成后便可实现对高校的整体高效管

理,使校园中的学生以及老师之间形成一个和谐的融洽的氛围,

进而便提升了高校的综合实力。另外,由于心理认知模式从人的

思维以及情感入手,重在提升人的主观能动性,当这种模式被应

用于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中便可对人员实现优化,使高校的信息

化过程更具有人才优势,并可充分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日常管理,

实现一个统一的集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高校的方方面面

得到强化,在行业中得以崭露头角。 

3 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应用存在的不

足之处 

3.1在高校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指导理念,心理

认知模式应用效果不明显 

首先,宏观的指导理念是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最主要的条件

之一,也是落实信息化建设的必要前提,缺乏科学合理的指导理

念,便不能实现高效的信息化建设,也不利于高校信息化建设的

可持续性发展。其次,在现如今的部分高校中局部建设人员没有

将信息化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且在开展信息化的

建设时,缺乏理论依据,无法使过程有效展开,高校领导的思想

观念存在着无法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节奏的现象,这对于高校信

息化的建设尤为不利。 

3.2在高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缺乏高素质的应用人才,对

心理认知模式了解的程度偏弱 

信息化建设素质主要指的便是人员对于信息意识素质及信

息能力素质、信息道德素质的主观性理解。基于我国的高校信

息化建设起步较晚,因此,在高校中便缺乏高素质的应用心理认

知模式的人才,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程度便会落后,例如：各高

校间的内部管理以及教师的队伍信息素质水平发展不均衡,

在心理认知模式被应用时,由于日常接触这种模式的时间较

少,便不能够应用心理认知模式中的思维认知应用、感情思维

应用,如此便影响了高校学生的长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使

高校的综合实力受到影响,因此解决应用人才的问题是目前的

当务之急。 

3.3在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人员应用心理认知模式的方

法有待于完善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高等院校若想实现信息化的

建设,就要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应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心理

认知模式的高效应用,最终实现高校校园的管理信息化,网络化

以及资源数字化,达到现如今教育目标所要求的现代化。而目前

在高校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部分人员应用心理认知模式的方

法,还有待于完善[3]。例如：在应用心理认知模式时,应用人员

只是采用各种软件去推行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只注重“心理组

织与贮存”环节而不注重实际考察,从而便会使高校信息化的建

设,在数据上存在一些误差,最终影响了高校信息化建设水平,

使整个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的步骤无法实现完善,如此便阻碍

了信息化的发展,所以改变传统的应用方法是决定心理认知模

式实现全方位应用的关键性内容。 

3.4高校未形成统一的应用制度,心理认知模式应用较为无

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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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如今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应

用。高校未能有效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心理认知模式较为无序

化。例如：目前高校内部许多关键职能部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

现象。虽然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息中心,但是这些

信息中心却无法整合信息化建设的各种要求,实现心理认知模

式的应用,对一些关键性的心理认知模式应用环节无法充分理

解,如“编码环节”,“处理环节”,所以便不能适应高校日常事

务中的业务需求,最终造成高校的各种信息系统与资源数据面

临着无法统筹兼顾的局面,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较为混乱。另外,

由于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过程较为复杂,学校目前未能建立统

一的执行标准去应用心理认知模式,一些信息化建设人员缺乏

制度制约,从而对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存在着懈怠的现象,所以

改变这种局面不容忽视。 

4 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具体应用

措施 

4.1建立健全完善的应用标准制度,实现心理认知模式的高

效应用 

“制度是保障事务有效开展的前提”,当心理认知模式,在

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得以应用时,首要完善的便是建立完整

的应用标准制度。例如：贯彻执行校长负责制的制度,对高校信

息化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有效监督,校长的关键性

职责便是负责组建信息化建设应用心理认知模式的专业队伍,

负责协调和解决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资金问题及体制问

题,从而有效使得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实现心

理认知模式的高效应用。其次,应建立一定的心理认知模式实施

标准,要基于教育部已经出台的《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上,形

成适合高校信息化建设应用心理认知模式的特定标准,从而使

心理认知模式内容中的知觉,情感,行为要求覆盖于建设过程中

的方方面面,实现信息资源的合理共享,使内部人员之间都能紧

密结合,共同向一个目标迈进。 

4.2采用现如今高科技技术方法,有效开展心理认知模式的

应用 

“科学技术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心理认知模式应用的核心

问题便是要重视道德品质教育,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高校信息化建设必须由上

而下进行统筹兼顾,统筹规划。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形成一套完整

科学的应用方法,从而才可使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得到有效开

展,例如：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到心理认知模式在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的薄弱环节,如“感情认知环节”,“实践认知环节”,从而

围绕薄弱环节进行设施的建设,使高科技技术方法得以应用,其

次,运用现如今的大数据系统,网格化管理系统使心理认知模式

的应用在速度上更便捷,在普及度上更全面,实现学校所有成员

的覆盖,提升高校学生综合素质,使其实践能力,思维能力以及

心理素质都得到强化。因而应用现如今的高科技技术方法开展

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4.3高校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实现心理认知模式的科学

应用 

“人才是高校发展的推动力”,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十

分快,要想充分发挥出信息技术的效益,就要有高素质的建设人

才。现如今的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对师资队伍的素质要求已

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高校急需那些能够胜任软件信息系

统管理及设计维护方面的人员,从而使心理认知模式得以科学

应用。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监督人员在高校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应用心理认知模式的各项环节,从而使信息化建设人

员能够恪尽职守,按照学校既定的标准去应用心理认知模式,使

心理认知模式中的“认知活动”与“品德行为”步骤有效进行,

从而使学校内部学生的整体素质以及教师的教育水平都得到充

分提高,最终便有效推进了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 

4.4在高校中加强人员的观念提升,改变传统心理认知应用

模式 

“思想观念决定未来发展”,心理认知模式的应用需要高校

全员师生的紧密配合,在心理认知模式应用过程中,首先要改变

人员的传统观念,采用全新观念去开展高校信息化建设。因此加

强人员的观念使其能够应用全新的心理认知模式是学校实现信

息化建设的基础性内容。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若想实现心理认知模式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

充分运用,就要制定与心理认知模式配套的政策,从而营造出一

种积极的应用心理认知模式氛围,如此,便可使高校的信息化建

设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使学校的综合实力及学生的基本素质都

得到显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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