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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
樊丽

榆林学院，陕西榆林，719000；

摘要：随着当前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深化改革，依靠信息化平台强化教育管理，成为了增强研究生人才培养效果

的关键。而在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必须要具备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便于提高教

育管理的时效性，让研究生教育管理质量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

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作用，并且提出了平台建设所需要的功能以及建设与应用要点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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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是提高研

究生管理水平，增强人才朋友质量的关键措施，尤其是

在当前对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

强化研究生管理效率和准确性更加重要。基于此，在研

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研究大数

据技术的应用要点，依靠大数据实现数据联通共享和动

态监测，为事务管理、评估决策提供支持，以此满足研

究生教育管理现代化的需求。

1 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

设的作用

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是提高教育管理效率

和质量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

育管理需求的提升，以及管理数据的增加，要求平台需

要具备更丰富的功能和更强大的性能，以此满足教育管

理的需求。

1.1 优化教育和研究工作安排

在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

对优化教育和研究工作安排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其中

在课程安排方面，平台能够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实现对研

究生个人信息、学习情况和需求的分析，确保课程内容

既符合培养目标又满足研究生个性化需求，提高课程安

排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而在师资分配方面，平台能根据

导师的专业特长、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结合课程特点

和研究生数量，精准匹配导师与课程，实现师资资源的

合理利用，以此满足教学需求，让各项教学工作能够顺

利展开。

1.2 开展教育评价

在教学评价中，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能

够全面收集研究生课程学习、科研成果、实践活动等多

方面数据，并通过综合性分析准确、客观地反映研究生

的学习能力和学术水平，为奖学金评定、评优等提供科

学依据。而且平台还能满足导师评价的需求，通过记录

导师的教学过程，获取授课质量、师生互动等数据，而

且还可以收集研究生对导师教学的反馈，以此评价教学

情况和质量，引导导师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在教育方案

评价方面，平台可以分析研究生在各培养环节的表现和

成效，评估培养方案是否符合学科发展需求和学生成长

规律，进而结合评价结果实现培养方案的优化和调整，

以此适应新时代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需求
[1]
。

2 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需

要实现的功能

在建设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的过程中，必须

要满足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诸多需求，确保教育管理工作

能够顺利进行。

2.1 研究生信息管理功能

研究生信息管理功能是平台必须要具备的功能，为

了能够提高教育管理效果，平台必须要实现研究生各类

信息的整理。比如在基本信息管理方面，应当集中存储

研究生的个人、家庭、学籍等各类信息，方便管理人员

随时查询和更新，以此满足管理需求；在学习信息管理

方面，则需要记录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学分、论文进度

等，通过数据分析为导师和研究生提供学习建议，促进

研究生学业进步；在科研信息管理方面，平台还需要整

合研究生的科研项目、发表论文、获奖情况等，方便学

校评估科研成果，以此满足研究生未来发展的需求，同

时也能让研究生管理工作更加便捷
[2]
。

2.2 学业管理功能

在学业管理方面，研究生信息管理功能是平台则需

要实现对研究生学习各方面的管理，比如课程管理中，

平台需要整合课程信息，为研究生提供清晰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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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课指导，确保研究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课程，导师

也可以根据研究生需求安排教育任务并管理课程资源，

以此保障教育秩序；而在成绩管理方面，平台则需要实

时记录和分析研究生的课程成绩，为导师和研究生提供

及时的反馈，确保导师能够根据研究生成绩调整教学策

略，以此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整体质量。

2.3 科研活动管理功能

在学术科研活动管理中，研究生信息管理功能必须

要保障研究生科研活动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可以全面

记录项目的申请、立项、执行和结项等全过程，实现项

目进度的实时跟踪和动态监控，便于导师能够及时发现

研究生科研活动进行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问题，进而展开

针对性解决，确保科研项目能够按计划推进。同时，平

台还需要实现科研资源管理，能够整合实验室设备、文

献资料等资源，并结合教育管理需求实现资源的合理分

配和高效利用，避免资源闲置和浪费问题，让资源利用

率得到有效保障。而在科研成果管理功能方面，平台需

要对研究生的科研成果进行集中管理和展示，包括论文

发表、专利申请等，确保可以准确评估研究生科研活动

的成果以及完成质量，激励研究生积极投入到科研实践

活动当中，以此打造优秀的学术氛围。

2.4 研究生事务管理功能

实现研究生事务管理功能也非常重要，研究生导师

必须要关注并处理好研究生的生活、宿舍、请假、奖学

金等各项事务，而平台也需要满足这些事务的线上处理

需求。比如在生活管理方面，平台需要整合校园周边生

活服务信息，为研究生提供便捷的生活指南，以此提高

研究生的生活质量；在住宿管理方面，平台则可以实时

推送宿舍使用情况，合理分配宿舍资源，还可对宿舍安

全进行监控和预警，保障研究生的居住安全；在请假管

理方面，需要利用平台实现线上请假流程管理，研究生

可随时随地提交请假申请，导师和管理人员也能及时审

批，以此提高管理效率；在奖学金助学金管理方面，平

台则需要能够结合研究生的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等多维

度数据，精准评定奖学金，确保评定过程公平公正，激

励研究生努力学习和科研。

3 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

设与应用要点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的过程

中，除了要实现丰富的功能，还需要保障平台的稳定性、

安全性和易用性，确保能够切实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效

果。

3.1 依靠顶层设计保障平台的综合性

在保障平台综合性、满足各项功能实现的过程中，

院校首先要加强平台的顶层设计，确保能够从宏观层面

规划平台的整体架构，让平台可以全面覆盖研究生教育

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各业务模块的有效整合与协同运

作。首先，在顶层设计之前必须要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

作内容进行梳理，明确各项功能的需求，以及各个环节

的输入、输出和处理规则，通过绘制业务流程图突出各

业务之间的关系和交互逻辑，找出可能存在的重复、冗

余或不合理的流程，并进行优化和改进，确保平台顶层

设计能够紧密围绕实现研究生教育管理功能需求展开。

其次则需要打造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毕竟在大数据

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也会产生诸如研究生信息、课程

信息、导师信息、成绩信息等大量数据，为了满足数据

整合共享需求，则需要保障数据的定义、格式、编码规

则、数据质量要求等方面保持统一，实现不同业务系统

之间的数据的相互兼容和交换，以此保障数据的质量。

在此基础上，平台还需要打造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对数

据的录入、审核、更新等环节进行严格把控，以此保障

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促进数据的流通和共

享，提高数据的利用价值，为研究生教育管理提供有力

的数据支持。而在系统架构设计方面，为了保障设计的

合理性，并且满足平台的性能、可扩展性和稳定性，院

校则需要采用分层式架构并展开深度优化，整个系统架

构需要分为数据层、应用层和表示层，其中数据层负责

存储和管理平台的各类数据，应用层实现平台的各种业

务功能，表示层提供用户与平台的交互界面，配合分布

式架构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平台的处理

能力和并发性能，满足大规模数据处理和高并发访问的

需求，确保可以为研究生管理工作提供高效稳定的服务
[3]
。

3.2 依靠大数据满足教育管理对数据深度挖掘的

需求

在大数据背景下强化平台的大数据分析能力也非

常重要，为了能够依靠大数据功能深度分析研究生教育

过程中出现的搁这规律和问题，满足教育管理的决策需

求。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平台首先要满足数据挖掘的

需求，在根据教育管理的具体需求明确挖掘的目标后，

则需要要将目标细化为具体的问题，比如在分析课程学

习效果时，可以具体到哪些课程对科研能力提升的影响

最大、不同专业的课程学习效果差异等，以此保障数据

挖掘的准确性以及数据的应用价值。其次，对于多源数

据的整合也非常重要，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来源广泛，像是学校的教务系统、科研管理系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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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管理系统等，而这些数据的格式和标准各不相同，

需要进行有效的整合，因此在整合时应当建立统一的数

据标准和规范，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清洗和转换，去

除重复、错误和不完整的数据，进而采用数据仓库、ET

L 等工具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和管理。而在数据挖掘方

法和技术选择方面，则需要结合需求进行选择，比如分

类、聚类、关联分析、预测分析等等方法，在分析究生

的科研兴趣时可以使用聚类方法将研究生分为不同的

兴趣群体；在预测研究生的就业趋势时则可以采用预测

分析方法进行预测，配合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智能技

术，让数据挖掘的准确率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帮助

导师深度挖掘数据规律和潜在信息，并做出更精准的管

理决策
[4]
。

3.3 通过智能技术满足教育管理服务智能化的需

求

在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

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和应用还需要与智能技术进行深度

整合，确保能够实现教育管理服务智能化的需求。首先，

院校可以开发智能咨询服务，依靠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

学习技术，构建智能客服系统，确保可以实时解答研究

生和管理人员在教育管理方面的常见问题，该服务能够

通过对大量历史问题和答案的学习快速准确地识别问

题并提供相应解答，比如研究生课程选择、奖学金申请

方面的一文，以及导师政策解读、管理流程咨询等方面

的疑问，均能够有效解读，以此提高教育管理服务的效

率与质量。其次，智能个性化推荐功能设计也非常重要，

平台需要利用大数据分析研究生的学习行为、兴趣爱好、

科研方向等多维度数据，而智能系统则可以结合这些数

据，为研究生提供个性化的课程推荐、学术资源推荐和

导师推荐，比如在课程推荐方面可以根据研究生的专业

和已修课程情况，推荐与之匹配且具有挑战性的课程，

帮助研究生完善知识体系；在学术资源推荐方面则可以

结合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推送相关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

等资源，以此拓展研究生的视野；导师推荐则可以结合

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和导师的研究领域，为研究生找到更

适合的导师指导其科研工作，确保能够有效满足研究生

的个性化成长需求。除此之外，智能教学辅助功能设计

也应当得到重视，智能技术需要通过对研究生学习数据

的分析，为导师提供研究生学习进度、知识掌握情况等

详细报告，帮助导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同时还可以实

现智能研究项目评价等功能，以此满足研究生教育模式

创新的需求
[5]
。

3.4 设计移动端平台便于研究生使用

为了让研究生也能获得更加便捷的服务，院校还需

要开发移动端平台，确保研究生能够随时获得便捷的教

育管理服务。在移动端平台设计的过程中，首先要保障

平台设计的简洁性和易用性，确保能够将课程查询、成

绩查看、学术活动报名等主要功能放到显眼的位置，操

作流程也需要简单易懂，满足研究生的使用需求。其次，

移动端平台需要能够根据研究生的个人信息、学习进度、

兴趣爱好等多维度数据，进行精准的信息推送，比如通

过分析研究生的常用功能、研究生的个人信息和学习研

究情况，推送课程通知、学术资源、研讨会等内容，精

准满足研究生对教育服务的需求。除此之外，移动端平

台还需要设置便捷的反馈渠道，确保研究生能够随时向

平台管理人员反馈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建议，

而院校则需要结合研究生需求添加平台功能、完善平台

性能，让平台更符合研究生的学习需求。

4 结语

总的来说，为了能够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效果，院

校必须要强化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确保平

台能够实现研究生信息、学业、活动、经费、事务等管

理方面的需求，同时还需要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深度挖

掘数据、开展智能管理、设计移动平台、保障信息安全

等措施，让平台更加稳定、安全，为提高研究生教育管

理效果提供重要帮助。

参考文献

[1]王伟,丁小强.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新型信息化架

构与建设策略[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28(09):89-

95.

[2]高俊平,王祎珺.基于质量监控的研究生教育信息

化平台建设探究[J].科教导刊,2022,(24):19-22.

[3]徐国峰,王勇.基于“易班”构建研究生教育管理大

数据平台的探讨[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

018,2(04):96-100.

[4]李星,王安源.互联网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

创新研究[J].计算机产品与流通,2018,(01):201.

[5]郭玲.基于大数据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平台建设研究

[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7,(25):134-136+162.

作者简介：樊丽，1980 年 7 月，女，汉,陕西神木,硕

士研究生，党总支副书记，副教授,主要研究体育教学、

体育文化等方向。

科研项目：榆林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改革项目：农业

硕士研究生日常管理实践与探索课题编号 2024YLJY07。

陕西省教育厅陕北秧歌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3JP198。


	大数据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樊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