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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化时代对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传统的教育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求。因此，探讨在数字化背景下，如何变革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以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发展
趋势，成为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教育环境，分析了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变
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索了数字化技术如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高校如何应对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挑战，旨
在为高校提供科学、系统的管理育人模式变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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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被广泛应

用于教育领域，在线学习、远程教育、翻转课堂等多种学习方
式并存，学生对学习内容、方式和环境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
而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如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在线学习平台
等，可实现对学生的高效管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然而，数字化时代要求高校在学生管理育
人模式上作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需要高校不
断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学
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一、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相关概述
（一）现有的学生管理模式概述
现有的学生管理模式通常基于传统的分级和控制原则，

旨在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标准化程序来维持纪律和秩序。
这种模式往往依赖于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学生的直接监督，强
调规则的遵守和行为的一致性。在这种框架下，课堂管理、
学习进度追踪和学生行为评估通常遵循一套预设的标准，旨
在确保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然而，这种管理方式在实践中
往往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包括学习能力、兴趣和背景的多样
性，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学习机会并不总是公平或有效的。

（二）现有的学生管理模式的弊端
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面临的一个主要弊端是，它可能限

制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当学习环境过于侧重于遵规
守纪而不是激发探索和创新时，学生可能感到被动、缺乏动
力，甚至产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这种模式下，错误和失败
往往被视为负面的，这阻碍了学生采取主动学习的态度，尝
试新事物并从错误中学习。此外，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导致教
育经验的单一化，不利于培养学生适应快速变化社会和未来
工作环境所需的关键技能，如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和团队
合作能力。

二、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变革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教育资源的可获取性与共享性
在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变革的首要价值

体现在极大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可获取性与共享性。通过构
建线上数字资源库，高校能够集成各类教学资源，如电子书
籍、在线课程、互动教学视频等，为学生提供丰富而多元的学
习材料。这一做法优化了资源分配，还促进了学习材料的更

新和优化，确保学生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和信息。此外，
在线教学平台的普及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使得学生无论
身处何地，都能够便捷地访问和共享教育资源。

（二）优化学生个性化学习路径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优化学生个性化学习路径方面展

现出巨大的价值。通过智能学习系统，结合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高校能够为每位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建议和
路径规划。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考虑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等多方面因素，使得学习计划更加符合
学生的实际需求，从而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效率。

（三）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在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数字化时代的高校学生

管理育人模式变革同样展现出其独特价值。通过组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数字技能培训，学生能够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
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对这些技能的理解和应
用。这种技能的提升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依托数字化平台建设的社会实践平台为学
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舞台，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
中应用所学知识，提升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三、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变革挑战
（一）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在数字化时代下，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面临的首要挑

战之一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随着教育活动越来越
多地转移到线上，学生的个人信息如学习成绩、健康状况、个
人习惯等大量敏感数据被电子化存储与处理，这极大增加了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信息泄露侵犯学生的隐私权，还可能
导致诸如网络欺诈、身份盗用等安全问题。此外，网络安全
威胁如病毒攻击、黑客入侵成为教育系统不可忽视的挑战，
这些安全威胁危害学生个人信息的安全，也威胁到教育系统
的稳定运行。面对这些挑战，高校急需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同时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升学生和教职员工的
安全意识。然而，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在不同地区存在差
异，使得建立统一的隐私保护标准变得复杂，这要求教育管
理者要关注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还要密切跟踪相关法律法
规的发展，确保学生信息的安全与隐私保护。

（二）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不平衡
第二个显著的挑战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不平衡。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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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教育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巨大潜力，但现实中却存
在着显著的资源分配不均。一方面，资源丰富的高校能够提
供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丰富的在线资源，另一方面，资源匮乏
的高校则难以提供基本的数字化教学支持。这种不平衡体
现在高校间，也体现在地区间，特别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此外，技术应用水平的差异进一
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导致学生根据所在学校的资源状况
获得截然不同的教育体验。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教
育公平的实现，需要政策层面的关注和解决。同时，教育质
量的监管在信息化背景下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有效评估和监
控数字化教学的质量，确保教育公平，是当前教育管理面临
的又一重大问题。

（三）学生数字化素养的提升需求
最后，随着数字化教育的普及，学生的数字化素养提升

成为迫切需求。数字素养包括基本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更
重要的是要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
评估并利用信息。然而，现实中许多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仍
然较弱，其根源在于缺乏系统的数字素养教育方案以及评价
与激励机制的不完善。虽然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将数字素养
纳入课程体系，但如何设计有效的教育内容、如何评估学生
的数字素养水平以及如何激发学生主动提升数字素养的动
机，都是需要深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四）技术依赖与人际交往能力下降
随着教育活动的数字化，学生越来越依赖技术进行学习

和交流，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感到不适
应。技术依赖限于学习工具的使用，还包括社交媒体等网络
平台在内的广泛使用，可能会削弱学生的实际交往能力，影
响他们的社交技巧和团队合作能力。此外，过度使用数字设
备还可能引发视力疲劳、注意力分散等问题，影响学生的身
心健康。

四、数字化时代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变革路径
（一）构建智慧校园基础设施
在数字化时代下，高校构建智慧校园的基础设施是实现

学生管理和育人模式变革的关键步骤。这一过程首先需要
高校进行重大投资，更新和升级计算机硬件、智能教室、互动
白板等教学工具以及服务器和存储系统。这些硬件设施不
仅需要保持技术的前沿性，还要定期进行评估和升级，确保
它们能够稳定运行，支撑起智慧校园的基本架构。为保证校
园网络的访问速度和安全性，部署高速校园网络并采用最先
进的网络安全技术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这包括防火墙、数
据加密技术等，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和隐私保护。同时，
运用物联网技术对校园的各项设施进行智能化管理，不仅能
显著提高校园管理的效率，也提升了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为
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建立统一的教育资源管理平台是必要
的。这样的平台可以整合校园内外的信息资源，提高资源的
利用率。引入云计算技术，为学习资源的存储与共享提供了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的解决方案。此外，开发移动学习应用程
序和促进开放式学习资源的使用，极大地增加了学习的灵活
性和可接入性。通过智能推荐系统的开发，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学习资源，这直接提升了教学的个性化和精准度。同时，
加强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提升了数字化教学的质量，为教
育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最后，通过实施学习分析，
收集并分析学习活动数据，可以更准确地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提升教学和学习效率。

（二）推进教育教学模式创新
在数字化时代，高校的学生管理和支持体系的创新是适

应教育需求变化的关键策略，旨在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管理的
效率和效果。这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学生
服务和管理流程以及提升学生的整体发展和福祉。首先，大
数据分析可以用于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参与度和行为模

式，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和支持建议。通过分
析这些数据，高校能够及时识别学生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
供相应的辅导和支持，比如学习难题的解决方案、心理健康
支持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则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管理的
效率和准确性。例如，ＡＩ辅助的聊天机器人可以为学生提供
咨询服务，解答他们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疑问，有效减轻了
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此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学生表
现的预测分析，高校可以更好地规划资源分配，比如针对不
同学生群体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辅导计划。数字化平台的构
建也是推进数字化学生管理的关键。这些平台不仅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集学习资源获取、交流互动、个人发展规划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环境，还使管理者能够更有效地跟踪学生的学
习和发展情况，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为了实现学生管理的
个性化和精准化，高校还需要利用机器学习等技术，对学生
的学习习惯、偏好、能力等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和生活管理建议。同时，高校应建立起一个反馈机
制，收集学生对于管理服务的反馈和建议，不断优化管理策
略和流程，确保学生管理工作能够真正满足学生的需求，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增强学生个人发展支持
支持学生个人发展在高校育人功能中占据核心地位，涉

及职业规划、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构建数字化终身学习体系等
多个维度。首先，职业规划与辅导是引导学生明确职业目标
的关键环节。高校应成立专业的职业发展中心，提供一系列
服务，如职业咨询、职业规划工作坊、实习机会匹配，以帮助
学生探索自身兴趣与能力，从而制定出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
计划。这包括了解行业趋势和职业路径，还应涵盖软技能的
培养，如团队合作、领导力和沟通能力等。在心理健康教育
方面，高校需建立全面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这包括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以及在必要时进
行应急心理干预，从而为学生创造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环
境。此外，高校还应推广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自我调节
能力和应对压力的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
未来的社会生活。最后，构建数字化终身学习体系对于满足
未来社会的学习需求至关重要。高校应通过开放在线课程
和资源库，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鼓励他们进行
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如专业课程学习、兴趣拓展、软技能培
训等方面。

（四）加强数字伦理和网络文明教育
在数字化时代，高校加强数字伦理和网络文明的管理是

确保学生安全、健康和责任感发展的关键。这一任务要求高
校不仅将数字伦理和网络文明作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更需
要将其纳入学生日常管理的核心策略中。管理措施应侧重
于建立和维护一个正面的数字环境，促进学生在网络空间的
积极行为。首先，制定明确的数字行为准则是基础工作，这
包括在数字环境中的行为规范、知识产权的尊重、个人及他
人隐私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识别和避免网络欺诈、维护网
络安全的策略。高校需要通过政策制定、宣传教育等形式，
明确学生在数字空间的行为期望和界限。其次，定期举办数
字伦理和网络文明的教育活动，如工作坊、讲座和研讨会，是
提高学生理解和实践数字伦理的有效途径。通过邀请专家
和实践者分享经验，以及利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互动形
式，增强学生的现实应用能力和责任感。鼓励学生参与构建
积极网络文明的活动，如参与网络安全宣传、反对网络欺凌
的项目，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实践网络文
明理念的重要方式。这些活动能够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
升他们对网络伦理的认识和应用能力。同时，高校应提供网
络使用和信息素养培训，指导学生如何安全、合理地使用网
络资源。包括教育学生识别网络风险、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以
及如何在网络空间内尊重他人权利。此外，建立一个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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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和监督机制，对学生在网络空间的行为进行适时监督和
指导，当发现不当行为时能够及时介入，提供必要的辅导和
纠正措施。

结语
构建智慧校园基础设施、推进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加强

学生个人发展支持成为实现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变革的
关键路径。此外，加强数字伦理和网络文明教育，促进教育
资源的均衡发展，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对于培养适应未来
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探讨数
字化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效果和优化策略，以不断完善
高校学生管理育人模式，促进学生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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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理念、推动党史教育与思政课深度融合、搭建党史教育
育人载体、扎实提升党史教学的育人队伍等举措，强化党史
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的力度，挖掘思政课中的党史元素，将
党史学习教育与思政课堂有机融合，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
德行和意志品质，锻造他们无私奉献的意志品质和为人民服
务的意识。

参考文献：
［１］韩玉芳，吕秀侠．高职院校党史教学与思政课建设互

融共进的思考［Ｊ］．职业教育，２０２３，２２（５）：３－６．

［２］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２０２１（Ｚ２）：１５－１７．

［３］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Ｎ］．人民
日报，２０２４－２－２０（１）．

［４］谢若扬，宋俭．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中的优化运用———基于红色场馆的考察［Ｊ］．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育，２０２４（９）：７１－７４．

［５］刘红凛．党建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与“互联网＋党建”［Ｊ］．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１）：３４－４０，１４０．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ｓ

ＷＥＩ Ｌｉｕ－ｔｉｎｇ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ｕ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５４５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ｅｍｂｅｄ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ｍ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Ｐａｒ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ｌｅ ｗａｙ，ｔｈｕｓ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ｅｌｆｌｅｓ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范新菊）

９３１

第３８卷第６期　 总第３８８期
２０２５年３月（下）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６（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８）
Ｍａｒ．（ｌａ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