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５年６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６
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３０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顶层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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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教务管理信息化发展迅速，逐步进入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的新阶段，而其中的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又是
重中之重。湖南科技大学教务处总结了以往的经验，结合学校的现状，在顶层设计的理念和方法指导下，重点围绕教务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行的理念、功能需求、管理制度、推进实施、安全保障几方面对教务管理信息系统进行“顶层设

计”，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及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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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管理工作是高等学校管理工作的核心和基础，教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

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近几年来，湖南科技大学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师生人数迅速增加，大大增

加了教务管理工作的工作量和难度，传统的教务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化管理和服务的要求。因此，

在优化教务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实现管理和服务手段的信息化与自动化，提高工作效率，建立一套科学、

稳定、高效的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与现实意义。

湖南科技大学教务处自２００３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务信息化建设工作，由于信息化发展本身阶段性
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在前期的建设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业务流程不合我

校管理、操作过于繁琐、不够人性化、信息管理制度和规范不够完善等等。在学校精细化、信息化的大背

景下，在学校领导的指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教务处总结前期建设的经验，对新版教务管理

信息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管理进行了顶层设计的尝试和实践，经过４个教学周年运行的检验，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下面将对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顶层设计的研究和实践进行阐述。

１　顶层设计基本介绍
１．１　顶层设计的概念

顶层设计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

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１］。当前，顶层设计的理念已逐步渗入我国经济、社

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各领域贯彻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１．２　国内外顶层设计现状
国外信息化顶层设计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英德三国的电子政务顶层设计的体系［２］。在国内，一

方面，继续对信息化顶层设计的理论、技术、方法等进行探讨和研究，另一方面，也在一些行业开展了信

息化顶层设计的实践。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为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

是，有关理论和实践与国情紧密相关，行业特点和局限也很突出，有关做法很难简单挪用到我校的教务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的顶层设计工作中来，还需针对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进行更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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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开展更多的实践。

２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顶层设计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顶层设计的基本目标是通过规范数据和教务业务来实现资源共享与教务业务信

息化自动化。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通过对教务业务综合分析与抽象，建立教务信息资源共享与教务业

务的规范框架，形成指导教务基本信息资源、管理系统、运行支撑和安全保障为目标的技术规范、行政规

章和软件产品系列［３］。

从顶层设计这一理念的内涵来看，教育管理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应当包括对核心理念、功能需求、管

理制度、推进实施、安全保障的全面规划。这五个方面互为因果、丝丝入扣，任何一方面的脱节都有可能

对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目标的达成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因此，对我校的教务管理信息化进行“顶层设

计”必须从这几个方面全面入手、综合解决［４］。

２．１　核心理念
在核心理念上，提出以培养方案为中心的科学规范的管理模式和数据标准。学校是以人才培养为

中心目标的，而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又是以培养方案为指导，所以说培养方案是学校教学组织日常运

行的根本大法。培养方案的制定、变更、执行等等应严格规范，这种规范可以依靠教务管理信息系统来

执行。我们进行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时，基于这种理念，依据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在教务管理信

图１　培养方案的制定审核流程

息系统中，对培养方案的制定、变更、执行等等进行了严

格的权限分配管理和审核流程设计。后续的排课、选

课、成绩管理、重修管理、毕业审核、教材管理等等模块

都严格依照培养方案的数据标准来运行，这样整个教务

管理信息系统就以培养方案为中心有序而又系统地组

织起来了，而培养方案本身又依靠系统的数据规范和严

格的管理流程设计进行了规范，在运行中确保了其权威

性、科学性、可控性。图１是培养方案的制定审核流程，
图２是培养方案中的审核课程。

图２　培养方案中的审核课程

２．２　功能需求
在功能需求的制定和管理上，按照项目管理方式进行，合作方的软件开发公司按照我校提交的功能

需求文档进行二次开发，满足我校要求。功能需求是系统最基本组成，它的有与无、好与差直接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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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务工作的正常运行，所以功能需求上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要。在学校内部由系统员负责提出系统

图３　系统二级功能模块图

整体性的功能需求和配合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功

能需求。具体的教务管理工作上的业务需求由教务

处各职能科室负责在校内进行需求的收集和整理，

提交业务主管副处长审核通过后，交由系统员和系

统主管副处长审核，审核后的功能需求提交公司进

行开发和测试，最后上线运行。在这样的模式下，开

发的需求能更好地切合用户的要求，经过１个教学
周年的需求收集和开发，系统形成了按照教务流程

和业务科室分工的１６个二级功能模块，基本覆盖了
学校教务的工作内容，完成了教务业务的信息化自

动化规范化。系统二级功能模块如图３所示。
２．３　管理制度

在管理制度上，由学校教务处和合作公司组成

联席会议，在签订的正式法律合同框架下共同商议和决策涉及系统开发和管理运行的重大事件。组织

人事上，由教务处领导直接主管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工作，设立专人转岗专编来负责系统建设和运行的日

常管理和维护工作。规章制度上，信息化和学校精细化管理互相切合，进行研究和探索，根据学校基本

情况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如《湖南科技大学数据标准》《湖南科技大学教育信息化建设项目暂行管理办

法》《电子数据管理办法》《教务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管理规定》等等，信息化的手段和管理上的配合互相

依托，互相促进，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２．４　推进实施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大工程，涉及的用户有三万多学生，一千多教职工，关系到学校教学工作

的正常运行，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合理科学规划。我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数据整理

规范先行、流程上游和核心模块优先的实施策略，满足了教学管理工作的需要，也保障了系统的正常稳

定运行。

２．５　安全保障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涉及到学校教务管理工作的核心数据，其安全问题不能有丝毫懈怠，在现有条件

下从管理和技术两个方面入手，尽最大努力采取安全措施保障系统安全。在管理上通过上述的相关管

理规定将责任落实到人。在培训上加强使用人员的安全教育，比如要求定期更换密码、加强密码强度等

等。在技术上和学校网络信息中心合作，进行了数据的远程定时自动备份，对合作公司也提出了一些加

强安全方面的功能需求，比如数据防篡改检测等等。

３　结语
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发展至今，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受制于学校数字化

校园的基础建设工作，学校的其他单位系统的信息共享和交互还有可提升之处；信息化队伍建设有待加

强，现行的学校人事政策还可加大对该系列岗位的政策鼓励；近年来，教务信息化发展所依赖的业务背

景要求和技术条件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何适应新要求、利用新技术，也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加

强顶层设计已成为教务信息化建设现阶段亟需开展、不可或缺的工作。本文基于顶层设计的理念，站在

全局的视角高度总结了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核心内容，给出了其顶层设计的框架和体系，对于今后

进行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顶层设计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及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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