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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睦索堑业袁学学生蠹数据枣心建设

201 8年1 0月，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大数据中心(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实验室)揭牌成立。秉承“人人

参与大数据建设，人人享有大数据成果”的建设理念，学生大数据中心砥砺前行，不断探索大数据在高校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研究与应用，为学生发展、辅导员精细化工作、 “双一流”建设服务。

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为了加强学校学生数据整合和共享，提高学生工

作队伍的工作效率和精；隹服务水平，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相关职能部处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下，学校于201 6年初开始探索学生大数据挖掘与精；隹服务工作，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全

员参与+技术支持+分步实施+智能服务”四位一体的学生工作新模式应运而生。

建设至今，初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1．整合学生数据资源，促进学工系统信息化建设。学校对学生数据进行了系统收集和整理，建立了包括

学生基本信息库、一卡通数据库、学生发展数据库、安全数据库、军训与征兵数据库、奖惩数据库、保险数

据库、心理数据库、贫困生与资助数据库、宿舍数据库、上网数据库等与学校管理工作和学生学习生活息息

相关的一系列数据库。

2．深度挖掘学生数据，建立精；隹服务系统。基于对学生数据库科学、严谨、全面的分析和挖掘，建立一

套学生数据挖掘与精；隹服务系统，主要包含安全预警系统、学业预警系统、精准资助系统、网络预警系统和

学风诊断系统等5个模块。同时，在各个应用系统设置反馈机制，对问题学生进行及时教育干预，并及时反

馈干预行动及结果，完成大数据决策支撑下的闭环工作。

3．加强大数据安全保护，提高学生数据安全保障。针对学生信息的使用范围设立专门权限，在确保学生

数据信息处理的全过程有据可依；同时，对于涉及大数据采集、使用、管理的工作人员，加强保密培训，

提高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4．加强校内部门合作，着力提高服务水平。从学校层面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合作，提高数据采集过程的便

利化和数据挖掘过程的专业化，以提升精；隹服务水平；同时，及时将大数据建设成果服务师生。

5。加强大数据应用研究，探讨学生工作理念变革。学校对学生大数据应用的路径进行探索，提出实现学

生工作的四化，即数据化、泛在化、精准化、智能化。同时，对学生大数据背景下学生工作的理念变革进行

探讨，提出从随机抽样到全样本数据：大数据时代的学生工作思维变革，从精细化管理到精准化服务：大数

据时代的学生工作模式变革，从大数据使用到大数据威胁：大数据时代的学生工作伦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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