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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技术在高校学生精准管理中的应用，正逐步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为个性化教育

支持、学生行为分析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文从大数据技术的对学生行为分析

的解析出发，分析其在高校学业表现提升、心理健康预警与辅导、校园生活管理优化等方面的

具体应用，同时探讨了其面临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与人才瓶颈、管理与文化障碍等挑

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研究表明，大数据技术能够显著提升高校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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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precis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 provid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rsonalized
educational support, student behavior analysis,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how big data technology is used in student behavior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s in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arly
warning and counseling for mental health, and optimizing campus life management. Meanwhile, it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including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technological and talent
bottlenecks, as well as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obstacl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ig data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service lev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Keywords: big data technology, precision management, college management, student behavior analysis,
personalized education

引言

大数据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为高校

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在学生行为分析与精准教育服务中展现

出显著优势。通过整合学生在学业、生活、心理等方面的数

据，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全面地识别学生需求，为个性化教育

和资源优化提供科学支持，推动教育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本

文分析大数据技术在高校精准管理中的应用现状与优势，探

索其在学业表现分析、心理健康预警、校园生活优化中的实

践价值，以期为高校管理提供参考。

一、大数据技术在高校学生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高校学生数据来源与类型

高校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环境，学生的学术、生活和行

为轨迹都通过各种信息系统被记录下来，这些数据构成了学

生行为分析的基础。首先，教学管理系统数据是最直接反映

学生学习情况的数据来源。学生的成绩记录不仅展示了其学

术水平，还能帮助分析课程难度与学生掌握情况之间的匹配

度。另外，学生的选课记录提供了其兴趣领域和学习偏好的

重要线索，通过挖掘这些数据，学校可以优化课程设置，满

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其次，学生管理系统数据则聚焦于学生在校期间的身份

信息与奖惩记录。学籍信息是所有管理行为的基础，而奖惩

记录则能揭示学生行为的特殊性，例如优秀学生的共性特征

或违纪学生的行为模式。通过分析这些数据，高校可以更有

效地识别管理重点和改进方向。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38

与此同时，校园一卡通数据为分析学生的日常生活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线索。一卡通系统覆盖了消费记录、出入校记

录等重要信息。比如，通过分析消费数据，可以反映学生的

经济水平与消费习惯，而门禁记录则为学生活动轨迹的分析

提供了支持，帮助识别其在校期间的时间分配和活动规律。

最后，网络行为数据日益成为高校学生行为分析的热点。

借助校园网访问记录和在线学习平台数据，可以深入了解学

生的学习习惯和兴趣方向。例如，学生对特定类型资源的访

问频率可以揭示其学习偏好，而在线课程的参与情况则反映

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效果。

（二）关键技术解析

精准管理的实现离不开一系列大数据技术的支撑。这些

技术贯穿数据处理、特征构建以及预测模型的各个环节，为

高校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保障。数据预处理技术是大

数据分析的基础，也是确保数据质量的关键步骤。在高校环

境中，学生行为数据来源多样，可能来自教学管理系统、校

园一卡通系统、网络平台等，这些数据形式各异，存在重复、

缺失或错误的情况。因此，通过数据清洗技术，可以剔除不

一致或异常的数据，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例如，在

分析学生课堂出勤记录时，可以通过规则检测删除因系统故

障产生的错误记录。数据集成技术能够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进

行整合，为高校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通过这一技术，

教学数据、消费数据和行为数据能够在同一平台上交叉分析，

揭示更深层次的关联[1]。

在完成数据预处理后，特征工程成为提升分析模型性能

的关键环节。特征工程的核心在于从数据中提取对决策有意

义的信息，并构建更具预测能力的特征。在高校管理中，特

征提取技术通过从原始数据中提炼行为特征，例如从学生的

课程完成率、考试成绩和作业提交情况中提取“学习主动性”

这一特征，用以预测学业表现。同时，特征选择能够剔除冗

余或不相关的信息，简化数据模型。例如，分析学生学习行

为时，可能不需要考虑其非学习场景的消费记录，从而提升

模型的计算效率。此外，特征构建技术通过组合或变换现有

数据，生成新的分析维度。例如，将学生出勤率和学术成绩

结合起来构建“学术参与度”这一综合指标，更直观地反映

学生的学习状态。

预测模型的构建与优化是精准管理的核心步骤。预测模

型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帮助高校管理者预判学生的行为

趋势和潜在风险。在模型构建阶段，高校通常采用多种算法，

如线性回归用于预测学生成绩趋势，或随机森林算法分析学

生行为模式与管理结果的关联。为了进一步提升模型的预测

能力，优化技术不可或缺。例如，超参数调优可以通过调整

模型的内部参数（如学习率、树的深度等）来增强模型的准

确性和稳定性。同时，为了提高模型的透明性和解释性，高

校可以借助 LIME（局部可解释模型）或 SHAP（Shapley值）

等工具，揭示每个特征对预测结果的重要性，帮助管理者理

解模型的运行逻辑。

（三）行为分析对精准管理的作用

大数据技术通过对学生行为数据的分析，能够精准刻画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例如，根据学习成绩、选课记录和课后

活动情况，系统可以推荐最适合学生发展的学习计划和课程

资源。另外，还可以依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匹配导师和科研

机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

高校管理中，预警与干预是确保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

段。大数据技术通过实时分析学生行为数据，可以快速识别

潜在问题。例如，学生课堂出勤率、考试成绩和心理咨询记

录的综合分析，可以提前发现可能存在学业或心理困扰的学

生，并启动针对性的干预方案。这样的预警机制不仅提高了

管理的效率，还能有效降低问题的扩散风险。

高校资源包括教学资源、生活资源和校内设施。通过大

数据分析，可以优化这些资源的分配。例如，分析学生对图

书馆、自习室等场所的使用频率，可以制定更科学的开放时

间和空间配置方案；通过学生消费数据分析，可以优化食堂

餐饮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这种数据驱动的管

理方式显著提升了资源利用率，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二、大数据技术在高校学生精准管理中的具体应

用

（一）学业表现分析与提升策略

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业数据（如考试成绩、作

业提交情况、课程出勤率等），能够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趋

势。机器学习算法如回归分析和决策树，可以从历史成绩和

学习行为中提取关键特征，预测下一阶段的成绩表现[2]。此

外，针对学习成绩持续低迷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可以利用聚

类分析识别出可能存在学业困难的群体，为其制定个性化的

学业辅导计划，帮助其克服学习障碍。

基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水平，大数据技术可以构建

个性化学习路径。例如，通过分析学生的选课记录、考试科

目偏好以及学习资源使用情况，推荐适合的课程组合和学习

资源。推荐算法（如协同过滤）能够为学生定制学习计划，

提高其学习效果，避免“一刀切”式的教学安排。

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动态评估。通

过采集学生的课堂反馈、课程完成率、考试通过率以及教学

视频的观看时长等数据，生成教学效果分析报告。结合数据

分析结果，学校可以针对薄弱环节调整课程内容或改进教学

方法，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水平。

（二）心理健康预警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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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是学生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大数据技术，可

以综合分析学生的行为数据（如出勤率、宿舍活动频率、消

费习惯等）和心理测试结果，识别可能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

[3]。例如，异常消费模式或长期缺勤可能是学生心理压力过

大的表现。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动态监测。

例如，通过分析心理问卷的数据变化趋势，识别学生的心理

波动情况；结合社交媒体的公开数据，捕捉学生情绪表达中

的异常信号。这种动态监测为学校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识别出心理问题后，大数据技术能够

辅助制定科学的干预措施。

（三）校园生活管理与服务优化

大数据技术可以分析学生的消费行为，帮助学校识别贫

困学生。例如，通过校园一卡通消费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

长期消费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群体。基于这一数据，学

校可以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精准的资助方案，例如发放餐补

或提供专项补助。通过对学生宿舍出入记录和活动轨迹的分

析，可以优化宿舍管理。例如，分析宿舍夜间出入频率，确

保学生安全；结合行为数据和学生反馈，识别宿舍内可能存

在的人际冲突问题，并及时干预，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学

生活动是高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分

析学生对校园活动的报名和参与数据，评估活动的受欢迎程

度与实际效果。例如，某项活动的参与度持续下降可能反映

活动形式或内容不符合学生需求。基于分析结果，学校可以

改进活动策划，设计更具吸引力的活动方案，提高学生的参

与热情。

三、大数据技术应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高校中涉及学生行为的海量数据，往往包含了敏感信息，

如个人身份信息、学术成绩、消费记录等。一旦数据遭到泄

露或篡改，不仅会对学生个人权益造成威胁，还可能损害高

校的声誉。数据的存储与传输环节面临的风险，包括网络攻

击、恶意软件入侵以及系统漏洞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安全问

题。随着《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高

校需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学生数据的合法合规使

用。

隐私保护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例如数据加

密、访问控制以及差分隐私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数据

被非法访问或滥用的风险。同时，高校需要建立数据使用的

透明机制，明确数据采集、存储、共享的范围和目的，增强

学生对数据使用的信任感[4]。高校应制定覆盖全流程的数据

管理制度，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等环节。另外，

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并修复系统漏洞。

（二）技术与人才瓶颈

高校在应用大数据技术时，数据采集与清洗过程可能因

数据格式多样、来源分散而变得极为繁琐；模型算法的开发

与优化对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高校难以独立完成。

大数据技术的成功应用依赖于高水平的数据分析人才。然而，

高校在这一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普遍不足。现有的管理者和

技术团队对大数据技术的理解有限，难以充分挖掘其潜力。

同时，高校吸引外部大数据专业人才的竞争力也较弱，这进

一步加剧了人才缺口。

为解决人才瓶颈，高校需要加强现有管理团队和技术人

员的大数据技能培训，定期开展专题讲座、技能竞赛和案例

分析等活动，提升其专业能力。学校应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

机制，吸引外部大数据专家加入高校团队。同时，与企业和

科研机构的合作也是提升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的重要途径。

（三）管理与文化障碍

当前，高校在管理体制上仍存在一些不适应大数据技术

应用的现象。例如，部门间的数据孤岛问题严重，导致数据

难以共享，影响分析的全面性与精准性。此外，传统管理模

式中决策过程依赖经验，数据驱动的决策文化尚未完全形成。

这种体制性障碍阻碍了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应用。数据文化是

推动大数据技术应用的重要基础。高校需要在全校范围内营

造重视数据的氛围，提升教职工和学生对数据的理解和利用

能力[5]。例如，通过开展数据素养培训和宣传活动，使师生

意识到数据在提升管理效率、改善教育质量中的价值。同时，

高校可以设立数据管理专职部门，统筹推进数据的采集、分

析和应用工作，形成自上而下的文化推动力。

结语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学生精准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持，从学

业提升到心理健康监测，再到生活服务优化，都展现出其强

大的数据驱动能力。为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潜力，高校需

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完善隐私保护机制；加大技术培训与

人才引进力度，解决技术短板；优化管理体制，建设数据文

化。通过这些举措，大数据技术能够进一步助力高校实现智

能化、科学化管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持

续的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贺琳彦.大数据赋能，推进高校育人管理精准化[N].

新华日报,2023-11-24(017).

[2]肖昆,段忠义,朱云峰,等.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地方高校

学生行为预测预警应用[J].数字技术与应用,2022,40(11):4-6

+20.

[3]张琼霞.基于一卡通数据的校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J].莆田学院学报,2022,29(05):66-71.

[4]韩树河,陈镇江,牛旭航.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

的高校学生在线学习行为探讨[J].无线互联科技,2022,19(01):

114-116.

[5]洪海兵,刘星.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高校学生行为分析

[J].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2021,5(11):131-132.

作者简介：
樊致君（1994.10-），女，汉族，甘肃榆中人，硕士研

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学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