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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教务管理创新研究 

冯会敏，卢洪晏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当前，在享受大数据带来方方面面巨大便利的同时，教育领域的工作者们也争先恐后地尝试加强与

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提高或增强管理效率。教务管理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

的高价值数据，该类数据能否科学、有效地服务于教学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学校发展。本文拟从大数据和教务管

理相关数据的基本特征角度，分析大数据背景下教务管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尝试探索教务管理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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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while enjoying the great convenience brought by big data in all aspects,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re also scrambling to try to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with big data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or 
enhanc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s the core link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adminis- 
tration produces a large number of high-value data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Whether such data can serve teaching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directly affects teaching quality and schoo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and related data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ry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path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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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大数据的重要性 
新早在 2015 年，国务院曾在《关于印发促进大数

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中提出，要积极探索发挥大

数据对变革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

的支撑作用。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也指出：大数据是信息

化发展的新阶段。他认为： “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

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1]可见，习总书记

十分重视大数据资源的重要价值。 
近年来，随着教学信息化手段的不断提升、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广泛应用，大数据在教育领域中的

作用也进一步凸显。不少专家指出，大数据将掀起新

的教育革命，笔者认为，教务管理工作者在管理过程

中应该充分了解大数据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教育教学

管理中相关数据的应用研究，一方面可以为高校决策

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同时会对教育教学质量起到很好

的提升作用。 
1.2 大数据的内涵及特性 
根据百度百科资料介绍：大数据（big data)，即庞

大、海量的数据集。一般是指大规模、长期地测量、

记录、存储、统计、分析的数据。维克托·迈尔-舍恩

伯格及肯尼斯·库克耶曾编写过《大数据时代》，其

中明确阐述了大数据的内涵，即不用随机分析法（抽

样调查），而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这样得到

的结果更为真实可靠。目前，大数据已经驶入高速，

成为各个场景下的基础设施。 
IBM 提出，大数据的大可以概括为 5 个 V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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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

样）、Value（价值）、Veracity（真实）。 
1.3 大数据在教务管理中的应用性思考 
生活中，我们已经享受到大数据带来的种种便捷。

在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

的主阵地，教务管理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

是否应该审时度势，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趋势及其对

教育发展的影响，并将其应用到教学管理过程中？是

否在坚持以师生为中心的基础上，顺应“互联网+教育”
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为师生提供更为便利的

服务，形成让师生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的良性循环，

同时不断提高行政决策效率？ 
2 教务管理数据的特点及重要性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人才对大数据驱动骨架创新

发展作用的发挥愈加显著，培养优秀的大数据人才是当

前实现人才强国、科技强国的迫切要求。[2]高等学校教

务管理的工作数据事关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其工作内

容涉及从人才培养方案中教学计划梳理至毕业审核的

整个过程。管理过程中的学生信息、教师信息、课程信

息、教室信息、成绩信息、毕业信息等大量数据相互交

错、彼此影响；同时涉及到每位师生的切身利益又要求

必须准确、真实。这与 IBM 提出的大数据 5 个 V 特点

中的多样、大量、价值、真实十分契合，也就是说教务

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具有大数据特点。 
教育部启动的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系统

填报工作，正是在采集各高校基础数据的基础上，通

过分析各项数据背后的逻辑，来实现对其教学质量的

监测。教务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作为高校科学管理

和决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保证其真实性和可靠性

的基础上，教务管理工作者必须进一步探寻庞大数据

背后隐含的逻辑和教学规律。一方面，有效的数据分

析可以量化反映出学校的教学基本状态，来预测教学

管理的趋势及未来教学行为；另一方面，学校可以根

据数据分析反馈出的问题及时调整，构建校内质量监

控机制，以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尤其是目前国家对于

教育教学的评价体系越来越完备，像合格评估、审核

评估以及督导局核查等环节，都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分

析来衡量各项评估院校的办学指标是否达标等。因此，

教务管理采用大数据分析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3 教务管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教务管系统功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智能手机和 5G 网络的普及，用户量的增加，

导致越来越多的线下场景转移至线上，数据量也与日俱

增。尤其是 2020 年的疫情给教育发展带来巨大变革，

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众多线下教室课堂一夜之

间全部搬到云端。一时间，各大教学平台各显神通，采

用各种数据分析方法帮助学校统计、分析各项教学数据，

有效为开展学校线上教学质量评价、师生教学成效等提

供了数据依据，甚至形成师生画像等。由此产生的巨大

红利，让教育工作者们看到了数据分析的好处，以及教

学管理的发展方向。然而，教务管理系统的相关功能现

在仍停留在录入、保存、查询和导出等基础阶段，难以

进行深层次的数据处理，与发展神速的相关教学平台相

比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教务管理改革以及教务管理水

平的深入发展和不断提升，教务管理系统如何处理教学

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教务数据，仍面临极大的挑战；各项

管理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3.2 管理人员大数据管理意识不强，数据处理专业

性不足 
大数据管理需要专业的人才和专业的技术，目前

各高校的教务管理工作人员更多的承担着行政管理职

能。一方面，由于常规性工作任务的庞杂性、琐碎性，

大量教务管理者主要精力用于处理日常数据，忽略或

者缺少足够精力探究与日俱增的教务数据量背后的规

律；另一方面，由于教务管理人员的专业背景复杂，

激励机制欠缺，教务管理人员队伍不稳定，加之缺少

时间进修提升自我学历与综合能力，导致其数据处理

和信息管理能力整体上缺乏专业性。尤其是新建民办

高校，人员流动性大，交接不及时、不全面，无法形

成持续的数据观察与分析。相关管理人员疲于熟悉、

应付日常琐事，对教务管理数据缺乏足够的敏感性。

由此可见，教务管理人员整体大数据意识欠缺，专业

性不足，这就导致无法挖掘隐藏在庞大数据之中的深

层次的信息。 
3.3 管理人员大数据管理意识不强，数据处理专业

性不足 
从学校内部管理来讲，教务管理工作的内容涉及

的教学环节颇多，然而仍有不少高校存在不同环节采

用不同的系统的情况，且数据无法实现实时对接、共

享。像师资信息管理有人事系统，学生管理有学生管

理系统，教学管理过程有教务管理系统，实习实训管

理有实践教学管理系统等，不同系统所采集、存储的

信息互不兼容，难以实现信息共享，无法形成大数据

库。这就导致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反复进行

线下对接，降低管理效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进行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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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外部环境来看，各大教学平台在教学过程

中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产生的师生互动数据越来越多。

但目前教学平台鲜有与学校内部管理系统对接、共享

数据的案例，导致大量有价值且能反映师生真实教学

状态的数据无法纳入教务管理数据统计、分析中，影

响数据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4 大数据背景下教务管理创新探索 
4.1 完善教务管系统功能，对接智能教学平台 
打造完备的教务管理系统，是实现大数据教务管

理的基础。教务管理工作人员应根据教务数据管理的

需要，进一步提出教务管理系统改进需求，完善教务

管系统各项功能，构建更先进、高效、实用的教务管

理体系，满足数据挖掘的需要，从而实现教务管理水

平质的飞跃。 
目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大肆推广、流

行；师生互动的诸多数据均在教学平台上有所保留。

教务管理工作者可尝试探索深化教务管理系统与相关

教学平台合作，实现相关数据对接，进一步利用教学

平台的大数据为教师上课、学生选修素质课等提供数

据支撑和理性判断。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在线上

互动的重点话题调整授课内容、开设线上选修课程；

学生可以根据往届选课学生的人数和评价等判断自己

的选课方向等。 
4.2 增强大数据管理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人

才对大数据驱动国家创新发展作用的发挥愈加显著，

培养优秀的大数据人才是当前实现人才强国、科技强

国战略的迫切要求。[4]教务管理工作人员对大数据的认

知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教学管理工作过程中的作用及

成效。所以，要想将大数据的实际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必须让教务管理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大数据技术的优

越性，使其形成大数据管理思维，以大数据教务管理

理念指导规划、探索新的教务管理模式，促进教务管

理的与时俱进，且将其应用到管理实践中。 
大数据管理并不是单一的数据收集、存储，还需

要管理人员不断对教师、学生以及教学活动展开跟踪

分析，将各类信息进行充分整合、梳理，转化为对教

学质量提升和学校发展有帮助的数据信息，这需要专

业的大数据技术支持。因此，一方面，高校应该通过

多种渠道增强各级教务管理人员关于大数据技术的专

业能力培训，比如建立快捷、畅通的交流平台，积极

组织其参加上级业务培训，与兄弟院校同部门工作人

员积极交流，开展校内相关工作人员培等；另一方面，

高校也应该加大投入，积极引进更为专业的大数据技

术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大数据管理。 
4.3 打破信息孤岛[3]，构建数据资源共享平台 
结合目前学校内部不同系统数据分散、难以共享

的现状，以及教务管理数据体量大、实时更新的特性，

建议学校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整合校内管理各个环节

的系统数据，构建数据资源共享平台。一方面，可以

为相关工作管理者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便于进行数

据的分享以及传播；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更多、更详

细、更精准的数据分析师生教学状况，为学校决策提

供更全面、科学的数据支撑；同时，为教学一线反馈

更及时、有效的数据信息。 
此外，决策主管部门还应根据高校数据资源共享

这一需求，进一步明确标准化信息建设明确要求各部

门之间都应在数据资源共享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打

破信息孤岛，为数据深度挖掘奠定基础。 
5 结论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掌握大数据技术十分必

要，也是必然趋势。教务管理工作者必须突破传统教

务管理界定的范畴，增强数据管理敏感性，善于大数

据实践应用，借助海量的数据为学校管理决策提供良

好的数据支持，提升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

这样才能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有效促进学校高水

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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