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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沟通是高校教务工作开展中的重要一环，影响着高校教学水平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目

前高校教务工作人员与教师、学生的沟通中存在一定的障碍，需要制定有效地沟通策略来解决其中的

问题。本文分析了高校教务人员与师生沟通的普遍现状，提出了优化沟通的策略，展示了课题组在提

升工作时效性方面的实践成果，以期对于其他高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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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affai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teaching level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certain obstacles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cademic staff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general status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cademic staff 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communica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eam in 

improving the timeliness of work, hoping to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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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是高等教育管理系统中的主

要职能部门，担负着研究教学规律、稳

定教学秩序、提升教学管理水平、引导

师生参与教学活动积极性的重要责任。

教务人员与师生的有效沟通是保证教学

活动顺利实施、取得实效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学校师

生体量越来越大，民主法治意识不断提

高，寻求个性化、多元化沟通渠道的诉

求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教务工作也

应有所转型。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高

校教务人员与师生沟通现状为切入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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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提出了构建多渠道沟通平台改

善教务工作的有效策略。 

1 高校教务人员与师生沟通的

现状 

1.1沟通意识不足 

很多高校的教务人员从主观意识

层面上不重视沟通的重要性，很少关注

和探索教学管理中有效沟通对满足师

生需求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教务处工

作事务多、要求细的特点，使很多教务

人员在面对繁琐的事务以及庞大的师

生群体的诉求时，很难保持耐心并采用

合理的沟通方式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长此以往，沟通就会形同虚设，

师生与教务人员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越

来越多，很多教学活动无法有序、有效

的开展。 

1.2沟通环节过多 

目前，很多高校教务处组织开展教

学活动时，信息流转的环节比较多，其

中教师的流程是：教务处 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教秘 二级学院教师，

学生的流程是：教务处 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教秘 二级学院辅导员

学生。通过这两个流程可以看出，

教学活动信息传递给师生需要经历多个

环节，环节中多级的信息传递方式，会

造成信息延迟、递减、扭曲，使 终的

教学活动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1.3沟通渠道缺乏创造性 

分析高校开展教学管理工作时采

用的沟通渠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

是大多高校还存在创新度不强的问题。

从沟通渠道种类来说，多数高校教务处

提供给师生的沟通渠道较少，大体可以

分为校园网平台、QQ聊天平台及电话咨

询平台三种，部分高校虽然配备了校园

短信通知平台，但是仅限于一般类型通

知，无法满足师生的个性化、互动式诉

求。从沟通渠道的形态来看，多为链式

沟通，即师生的诉求或者反馈信息需经

过层层传递，由于各个传递者接受信息

的差异很大，容易产生失真，达不到有

效沟通。 

2 构建多渠道沟通平台的方法 

教学管理工作中教务人员与师生

之间的良性沟通，是稳定教学秩序、

提高教学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抓手。面对沟通过程中，信息传

递的差异性、不对称性等问题，作为

高校教务人员要坚持“以服务师生为

本”的理念，切实转变思想，提升服

务意识、沟通意识，在用好现有沟通

渠道的基础上，还应积极创新，拓宽

沟通渠道，构建适合学校教学发展规

律的多渠道沟通平台。 

2.1建立互动式交流群 

借助QQ、微信等平台建立交流群。

邀请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各二级学院

教研室主任、各专业2-3名骨干教师等加

入到教师互动交流群中，教务人员根据

教学进程定期将教学相关政策、规范要

求上传到群里，与群里教师们开展教学

管理、教学质量、学科建设、专业建设、

培养方案、科研等方面的探讨与研究，

通过互动及时解决教师的诉求，整理教

师们的建议进而形式推动学校内涵式发

展的思路。邀请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

二级学院辅导员、各班级2-3名班委加入

到学生互动交流群中，教务人员协同教

学秘书解答重修、选课、成绩、考试、

学分置换、学籍、毕业等有关问题，引

导班委去解决同学们在求学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 

2.2开发微信工作平台 

教学信息的发布是高校教学管理

重要活动之一，如何提高信息发布的

精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一直是教

务管理工作的难点。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进步，以及当今师生对手机、微

信软件的依赖，教务处可以开发一款

可通过手机微信访问的微信公众平台

—微教务信息平台，该平台除了常规

的信息发布、沟通交流功能外。可以

借助PHP+MYSQL语言调用教务管理系

统的接口，使用 HTML５设计登陆界

面，使师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可实现

账户绑定，课表、教室、考试、成绩

等信息的查询。这样既能满足师生获

取教学信息的便捷性需求，又能通过

有效互动提高师生对教务管理的粘连

度。 

2.3建立学生事务中心 

吸纳一批渴望锻炼自己，愿意为教

学服务的学生，建立教务处学生事务中

心，发挥中心服务育人作用和桥梁作用，

面向全校学生提供学业咨询、证书打印、

学习交流等教学服务工作。通过学生服

务学生的方式，一是能起到实践育人的

效果；二是学生之间的交流能更有效地

促进学校和学生双方关系的和谐，为学

校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保障；三是通过服

务可吸纳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学管理工

作当中，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学

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

用，做到真正的“教书育人”。 

2.4开展教学系列讲座 

针对师生需求，有目标、有计划、

有节点的开展科研、教师技能提升、学

生重修报名、学生考试报名、学生学分

置换等讲座，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

能及时了解师生的想法，帮助师生解决

教学过程的中问题，同时也能完善教务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2.5定期进行满意度分析 

以解决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为导

向，以提升教务人员服务水平、沟通水

平为目标，定期组织师生开展教务工作

满意度调查，通过调查问卷真实有效的

反映教学现状、教务人员服务水平等，

进而形成改进措施，并贯穿到每个工作

环节中提高工作质量。 

3 实践成果 

根据高校教务人员与师生沟通中存

在的矛盾现状，结合文中提到的多途径

解决方案，本课题组在日常工作中进行

了不断探索，从以下实践结果来看对于

教务工作效率确实有了很大提升。 

3.1部门内部形成了“照镜子”互助

小组，强化了业务能力、公文能力、沟

通能力，取长补短，“扯扯袖子、照照镜

子”。互助小组的开展，降低了投诉率，

提升了师生的满意度，有效的推动了教

学工作开展。 

3.2优化了教学通知内容，打破一贯

复制往年通知内容的传统做法，面对新

的教学环境，以师生看得懂、会操作、

易执行为目的重新设计通知内容。如课



现代教育论坛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 

Modern Education Forum 

题组成员在解决老师调停课、借教室、

录成绩，学生选课、学籍异动等方面发

布了流程性通知，通知内容明确了各项

工作的具体操作步骤，让师生简单明了

的完成相应工作。 

3.3形成了培训机制，对于一些专

项工作开展培训可有效促进工作进

程。比如对教学秘书进行毕业资格审

查培训、重修报名培训、排课培训等，

能有效推动专项工作的开展。教学秘

书对学生进行重修报名、选课报名、

课程认定等培训。 

3.4组建了学生事务中心。探索学生

参与教学管理的新模式，以学生管理学

生，以学生引导学生，以学生服务师生

为目标，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学校教学

活动中，形成师生共同参与教育活动的

良好生态圈。 

3.5打造了教学科研管理处微信公

众平台，更加贴合了师生使用手机APP

的习惯，通过该平台发布教学活动信息，

提高信息传递有效性的同时，增加了教

研处与师生之间的互动。 

3.6完善了教学管理系统。为满足点

对点沟通需求，指定用户群发功能，线

上教学活动开展工作、部分数据共享等

功能的需求，项目研究期间相继完成了

教务系统公告功能、留言功能、指定用

户权限设置、在线毕业设计指导功能，

学业预警功能、学籍异动在校办理功能，

教师在线调停课功能、未获得学分提示

功能等。 

3.7课题组成员中，有的老师有授课

任务，有的老师担任着某些专业的班主

任，他们结合自己工作给学生们传授了

教学活动中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引导

学生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知道解决

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明确了育人目标，

激发了学习兴趣。 

综上所述，实施多渠道沟通平台能

让教务处更加直接的掌握学校教学规

律，能提升教务人员的综合能力，能及

时解决师生的诉求，改进相关流程，使

教务工作更有序、有力、有效地服务于

教学，给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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