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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化的校园，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教务管理实现信息化是提高办公效率的重

要便捷途径。以我院引进清华大学教务管理系统为契机，发展信息化，大力提高水平和质量

应是我院教务管理上下一致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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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推行教务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以“教务管理现代化”为建设目标，推进教育

管理体制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教育管理手

段的信息化、综合化、多样化，教育决策论证的科

学化、民主化、定量化，教学环境建设的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通过校园网把信息采集的触角延伸

到各院、系，实现信息从哪里产生就从哪里入网，

把信息的采集工作融化到行政人员的日常事务处

理中。充分发挥部、院、系教务管理的职能，提高

部、院、系的教务管理水平、质量、效率，彻底突破

教务管理信息量大，信息采集难，信息反馈滞后，

信息准确性低的瓶颈，建立起及时、准确、全面、丰

富的教务管理信息平台，为学校宏观决策提供有

力支撑，全面推进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的教务

管理，应是我院上下一致的追求目标。

二、我院教务管理信息化的应用

为推进教务管理信息化的应用，整体提高教

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我院从 !##( 年底引进了清华

大学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经过前期大量的准备工

作，现已将主要功能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是一

个集 ’-./0123/45/4 和 64789/42:/; 3/45/4 技术于一

体、涉及教务管理各环节、面向学校各部门以及各

层次用户的多模块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与原始的

教务管理相比，它采用了当前流行的 ’23 结构和

<01/40/1 网络技术，突破了原先教务系统使用地域

的局限性，使整个校园网乃至 <01/40/1 上的用户都

可访问本教务系统。因而就可在多地域、任意时

间段以不同身份来访问教务系统中的数据，大大

加强了系统数据共享的能力。由于采用了先进且

标准的网络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可移植性。

该系统自在我校使用以来，为促进学校教务管理

的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和减员增效、保障学分

制的顺利实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已成为我校教

务管理工作不可替代的平台。

(、系统功能

"教务管理

包括基本信息管理、学籍管理、教学计划、成

绩管理、毕业审查等系统，涉及教务管理的各个环

节，系统采用 ’23 结构实现。

"排课系统

根据教学计划和学校教室资源排定每学期课

程，系统采用 ’23 结构实现。

"选课系统

给学生提供制定个人学习计划的选课平台，

可查询学生个人的选课情况，采用 623 结构实现。

!、系统工作流程

教务系统的使用流程：

步骤一：由教务人员在基本信息系统（也称作

公共信息代码维护模块）中完成对运行教务系统

所需基本数据的添加、删除或修改（如：系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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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教务系统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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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业信息等）。

步骤二：新生入学后由教务人员在学籍系统

中完成新生学籍信息的录入及维护（学籍信息也

可由各学校已有的招生系统转入到学籍系统中）。

维护学生学籍信息前应在“公共信息代码”中将

“专业”、“班级”、“收费类别”、“分流方向”、“毕业

类别”、“学生类别”等信息输入到教务系统。

步骤三：根据学籍信息，由相关人员在学籍信

息管理系统中对学生的学籍信息、学籍异动及奖

惩情况进行维护。

步骤四：教务处根据学生的学籍，以专业、入

学学年为单位，通过教学计划管理系统为每个专

业的不同年级学生制定教学计划，在每一学期中，

由教学计划制定下学期的开课任务书。

步骤五：每学期排课系统根据下学期的开课

任务书和学校的教室资源进行排课。

步骤六：每学期末，在课程排定以后，学生通

过基于 #$%&’$&% 的选课系统，通过预选、正选、补退

选三个阶段选定个人下学期的所修课程。在非选

课时期，学生仍然可以通过选课系统查询本人该

学期的选课情况。

步骤七：在学生个人的课程选定以后，所选修

课程的数据将送至成绩系统，由教务人员根据学

生所选课程，完成对学生成绩的维护工作。

步骤八：在学生即将毕业时，在毕业系统中根

据每个学生所在专业的教学计划和个人的选修课

程完成情况以及奖惩情况进行毕业审查以确定每

个人是否可毕业。

(、网上实现的功能

学生综合信息查询———学生通过访问校园网

上教务管理系统，输入本人学号和密码，即可查询

自己学习的有关信息，如学籍、本学期课程查询、

选课、成绩、不及格课程等。

教师网上成绩录入———教师点击校园网上教

务管理系统，再执行教师成绩录入，出现登录界

面，教师输入自已的工作证号和密码，就会看到本

学期所上的课程，点击某门课程，右边的列表就会

出现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名单，录入成绩即可。

)、我院实施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的优点和存在

问题

（!）优点：

*"教务系统一级管理，减员增效。

+"教务系统数据统一管理，统一标准。

,"教务管理规范化。

-"全校教务信息共享。

&"为教学管理提供辅助决策。

（.）存在问题：

*"该系统要求学校管理模式相对稳定，但我

校存在的高年级重新分方向组班和高职学院三年

级转到各系等给系统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本

学期班级信息因录入成绩需要到放假都不能改

变，但本学期安排下学期课务，要按新的班级信息

排课，容易给系统造成混乱。

+"本系统各操作模块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

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因有些工作滞后，如新

生招生计划和教学计划不能及早确定，使排课不

能按计划进行，排课和课表校对时间较短，忙中容

易产生差错。

,"因本系统管理需要各系教务人员的参与，

且有一定的技术性和责任性，如教学计划录入、开

课任务书录入等，但教学秘书不能相对稳定，使系

统的准确运行难以得到保证。

三、我院教务管理信息化发展之路探讨

教务管理是大学的主要日常管理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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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校、系、师、生的诸多方面，随着教学体制的

不断改革，尤其是学分制、选课制的展开和深入，

教务日常管理工作日趋繁重、复杂。我院目前已

发展成万人大学的规模，过去的分散式教务管理

模式已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我院引进清华

综合教务管理系统，大力推进教务管理的信息化

发展，正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必然趋势。充分依托

校园网，实现教务信息的集中管理、分散操作、信

息共享，使传统的教务管理朝数字化、无纸化、智

能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并为进一步实现完善的

计算机教务管理系统和全校信息系统打下良好的

基础。把教务管理系统从管理和使用的角度分为

两个部分：客户端和使用端。前者主要有系统管

理员、教务处管理人员和各院系教务员，后者则是

主要面对教师和在校学生。由于我院在发展过程

中形成了许多对使用教务管理系统不利的因素，

如校区过于分散，高职学院前后管理模式不一致，

有关培养计划不能及早制定等。为确保教务管理

系统顺利运行，推进我院教务管理信息化的发展，

学院必须努力解决以上制约因素，使教务管理各

功能模块的使用相辅相成，不受牵制，真正使教务

管理系统成为提高我院教务管理水平和效率、促

进我院教务管理信息化发展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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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为英国的政治结构对于内战未能起

到防范作用，所以他要诉诸强权政治。当然从人

性恶出发，他不需要象洛克那样通过制度设计去

防范人性，也不需要象卢梭那样通过制度设计去

改变人性。他的“利维坦”只是为了让人们在追求

私利时遵循一定的规则，以便于自我保全。这也

就是为什么霍布斯的思想在逻辑上较之洛克更为

严密，但却不如洛克受资产阶级欢迎的原因。

总之，尽管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从抽象的人性

论出发，否定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推崇人

治，压制民主，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在西

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作为第一个在国家问题上

自觉地反对神学国家学说的人，他第一次对资产

阶级的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思想作出了全面系

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

说的基本格局，对于国家学说的世俗化和近代化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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