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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程优化的教学管理信息化策略

罗  晨  晖
(南华大学 教务处,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与科技手段, 提高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具有重要

的意义。文章从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发展现状分析了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基于业务流程优化的理念提出了

教学管理信息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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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 2009年达到 2826万人, 根据

2010年颁布的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6, 预

计到 2020时可达到 3300万人, 毛入学率提高到 40% 。因

此, 从现在到 2020年, 我国高校在校生平均每年需递增约 40

万人左右 [ 1]。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国家教育部

在52003~ 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6 [ 2]中明确提出实施

/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0。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6明确要 /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整体战略 0

并 /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0。教学管理是高校日常工作的核

心之一, 其管理水平的高低和信息化程度直接影响到高校的

办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时代呼唤高校改革传统的教学管理

模式, 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高校教学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学管理涉及到学籍

注册、计划下达、排课选课、成绩评定、教学评价、实践教学管

理等诸多环节。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不但工作量巨大, 而且

在管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档案文件需要存储和管理, 过程

复杂而且耗时, 需要大量的人力。随着高校在校生人数的大

量增加, 管理任务加剧, 我国很多高校开始逐步建设校园教

务管理信息系统, 启动了教学管理信息化的进程。尽管教学

信息化管理经过多年的建设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仍存在

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 3]。

一  教学管理信息化的现状

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的意义在于实践以人为本的教育

教学理念, 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 创建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现代化教育发展形态。通过信息技术,有利于打破高

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壁垒和樊篱 ,构建信息化、全球化终

身教育体系。总之, 教学管理信息化的根本在于培养高素质

的专门人才。我国高校的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

一些成果。但是,其发展的现状仍令人担忧。

(一 )高校信息化软件系统建设缺乏统一规划, 部门之

间资源难以整合

部分高校,特别是一些地方本科院校, 把主要精力投入

在促进学校科研发展和校园硬件建设上, 而在建设校园基础

信息设施过程中缺乏统一规划,各个部门之间没有统一的软

件接口或者所使用的数据库系统软件不一致。从而导致部

门之间数据资源难以实现整合。因此, 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

应该结合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发展定位, 由学校高层进行统一

规划,实现部门之间统一协调,打破信息化建设中各部门各

自为政的局面。

(二 )教学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信息技术素养有待

提高

高校教学管理人员由于忙于处理大量的业务工作, 缺乏

与基层教师和学生之间交流与沟通, 因而在业务工作过程中

容易与教师或学生由于业务而产生矛盾, 需要不断进行协调

与处理。此外,部分教学管理人员缺乏定期的信息技术培训

或者对吸取新的信息技术营养缺乏兴趣, 结果导致高校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的教务办公信息化系统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

挥,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这些问题在

近年新升格的本科院校中尤为突出。

(三 )学校与院系部门之间管理衔接不畅, 信息化程度

不高

很多高校所建设的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往往只注重于某

一方面,缺少通盘考虑教学管理部门与院系之间的衔接, 导

致部分高校教务处自行采购数据库管理软件用于学生的排

课、学籍注册、成绩与学分管理等日常管理工作, 而实践教

学、教师管理、教学研究仍然依赖于传统管理, 同时由于院系



教学管理的终端接口功能往往不十分友好,很多数据的输入

反而让工作人员感到非常麻烦。

二  管理业务流程优化

高校教学管理主要有学生管理、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及

管理等环节。目前国内外很多领域都广泛应用了业务流程

再造 ( BPR )的理论与方法。依据 BPR的理论, 在教学管理

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 [ 4]。依据 BPR流程概念

与方法, 结合当今办公自动化领域广泛运用的工作流技术,

本文认为在实现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中主要涉及到

学生学籍管理系统、专业培养管理系统、教师教学管理系统、

考试管理系统四个方面。从学生入学、选择专业、选择课程

到最后毕业离校的全过程来看, 可以分为新生报到、电子注

册、人才培养、考试管理、成绩管理、毕业离校六个基本过程,

从管理业务流程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 教学管理业务流程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整个教学管理的全过程既是高校教

务处的主要管理职能, 同时也要高校内部各个院系积极参与

并分担相应环节的管理职能。基于工作流的基本模式, 根据

流程业务进行管理流程优化, 将管理过程中的各个业务以工

作流对象的方式进行划分, 既有利于管理者全程监控,也有

利于提高管理水平,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管理信息化。

三  教学信息化系统建设策略

(一 )深化认识, 全盘考虑,统筹安排

根据5纲要6,今后 10年内我国高校将逐步建立现代高

校制度并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作为教育信息化建设核心

之一的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既需要高校广大师生

员工和社会力量的参与, 又需要高校决策层深化认识,统一

规划, 统筹安排。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并不是简单地投入资

金, 购置软件和电脑、网络设备即可,关键在于教学管理信息

化应该放在高校实施数字校园建设项目的全局中来规划和

协调, 不再走高校校园内部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的老路。建

设好的教学管理信息系统不但可以与其他管理部门之间实

现数据与资源共享,同时还易于接入国家级的教育管理信息

系统。

(二 )开发并设计科学的教学管理信息系统软件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高管理效能是现代管理发展的

必然趋势。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首要的关键问题在于

教学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资源的科学划分。依据 BPR

方法,结合本文所划分的管理业务流程, 高校教学管理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数据资源主要有学生学籍数据、学生课程数

据、教学师资数据、课程成绩数据以及系统建设过程中所制

定的编码数据等数据资源。对于各项数据资源需要根据其

所产生的流程环节进行合理的层次划分。最重要的在于,所

设计的软件系统要易于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利于高校内部二

级单位之间相互共享相关数据记录, 避免出现所谓的 /信息

孤岛0。

(三 )制定统一的教学管理信息化行业标准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

学、技术和实践经验为基础, 由专门的机构制定、颁布、推广

并执行。目前,由于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尚未有相关标准出

台,因此, 各高校之间信息化发展程度也不统一。尽管各高

校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 教学管理的特点不一样, 使用完全

一致的标准既不可行也不现实。但是, 可以在教学管理信息

化的原则、系统建设方法、数据共享标准和方法等问题上提

出原则性标准,以利于各高校尽快完成信息化建设。这样做

的更深层次意义在于将来根据5纲要6规定建设全国性的教

育管理信息系统时便于将相关数据资源实现共享, 也有利于

将来建设全国性的教育信息网络系统。

(四 )加强管理人员信息技术业务技能培训

一些本科院校的教学管理人员普通存在着信息技术技

能较弱,学历层次水平较低, 有些甚至没有参加过专门的业

务培训,有的甚至返聘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从事教学管理工

作。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低, 不利于推广和加强信息化管

理,也不利于提高管理水平, 因此必须加强教学管理人员信

息业务技能培训,可采取定期轮训或经验交流的形式组织教

学管理人员学习信息技术,提高利用信息化管理业务的水平

和能力,实现高效管理, 业务精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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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丰满, 又表仪态美好。我们仅考察 /丰盛, 丰富, 昌盛 0

义列。

» 王利器疏: /孙诒让曰: -从 . 当作-徒 . , 形近而误。0

¼单音词统计数据中, 前一数字为单音词总数, 括号中

的数字为四字格用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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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M orphem ization of / FENG0 (丰 )

CHEN Lian- jun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 ina)

Abstrac t:  FENG was a typ ica l property adjectiv e in ancient Ch inese, it transform ed into a sem -i freem orphem e in Southern and

No rthern Dynasties; and fina lly becam e a boundary m o rphem e in Tang dynasty as a w ho le. A s fo r its category, tho se mu lt-i sy llab le

w ords w hich is com prised by FENG sh ifted into stativ e ones.

K ey words:  FENG (丰 );  m orphem iza tion;  property adjective;  stative ad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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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tics of Teaching Info-M anagem ent Based Optim al F low

LUO Cheng-hu 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There w ill be a new faster deve lopm en t o f te rtiary education in China. So, it is very im po rtan t to promo te teach ing

m anagem ent fo r co lleges by using in fo rm ational techno log ies and sc ience. This pape 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 f teaching info-m anage-

m ent and draw s the prob lem s o f this. A t last, it puts fo rw ard the tactics for prom oting the teaching info-m anagem en t by optim al flow of

teach ing m anagem ent.

K ey words:  teach ing m anagem ent;  sta tus quo;  work flow s;  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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