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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学术型高校的新商科云平台管理体系为研究对象，针对传统商科教育存在的培养目标落地难、学

科设置与社会需求错位、课程融合度低等问题，基于PDCA循环理论构建动态的管理体系。通过“计划–

执行–检查–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采用需求导向的目标设定、跨学科课程开发、校企协同实践等策

略实施。研究表明，该体系可以通过云平台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能有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个人素

养，为数字经济时代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可供复制的管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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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new business cloud platform in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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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dislocation between subject settings and 
social needs, and the low degree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 dynamic management system is con-
structed based on the PDCA cycle theory. Through the closed-loop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Plan-
Do-Check-Act”, strategies such as demand-oriented goal setting,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devel-
opment, and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ractice are implemen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system can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cloud platform, effec-
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personal qualities, and provide a replicable manage-
ment paradig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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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经济全球化，新商科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在 2025 年 4 月使用维普数据

库对相关文献进行筛选，共计找到 1463 篇关于“新商科”的论文，其中关于“新商科人才”的文章有 920
篇。大量学者围绕新商科教育展开多方面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在新商科教育模式与人才培养方面，何苗[1]主要探讨应用型高校经管创新型人才培养，强调培养适

应数字经济的人才，这与本文培养复合型新商科人才的目标一致。李治燕[2]基于 OBE-CDIO 理念改革财

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刘晓科[3]提出“专业–产业双链融通式”人才培养模式，以上论文均聚焦于

新商科人才实践能力和产业对接的培养，为本文产教协同培养实践能力方式提供参考。王玉[4]等剖析新

商科内涵、外延和特征，明确新商科与传统商科区别，为本文界定新商科概念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数字时代下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是研究重点。范树峰[5]研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杨曼琳[6]等侧重高职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创新，姜文魁[7]关注职业教育新商科人才培养，李海

廷[8]关注赛教融合对于新商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这些研究从不同教育层次和专业方向出发，共同推动

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向适应数字经济方向发展，本文同样延续了通过借助云平台优化新商科人才培养的

思路，并针对研究对象现实情况提出适合其的改革方式。 
新商科课程建设与教学方法的研究同样成果丰硕。范树峰[5]指出，云平台需强化虚实融合与数据驱

动功能，以支撑个性化学习与产教协同；孔祥维[9]等围绕数智化本科课程建设，通过数智化课程建设的

案例，验证了技术工具在提升教学实效性中的作用；张国平[10]等提出“四位一体、四维融合”培养模式，

强调云平台在跨学科资源整合中的枢纽作用，以上均涉及课程体系构建和教学方法创新，为本文跨学科

课程体系建设提供一定的思路。陈晓芳[11]等提出“多维度协同”培养体系改革，强调课程设计、校企合

作与信息技术三者的联动，与本文多维度协同构建云平台管理体系相呼应。宣昌勇、晏维龙[12]提出以“四

跨”融合为核心的新商科本科人才培养框架，强调通过跨学科知识整合、跨专业能力衔接、跨领域实践

联动及跨区域资源协同，构建适应新时代商业发展需求的培养体系；张国平[13]则进一步聚焦新商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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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实施路径，从产教融合机制创新、课程体系重构及数字化教学手段应用等维度，系统阐释了理论

落地的具体策略，为高校新商科教育改革提供了实践参照。陈强[14]研究“专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为

新商科教学方法创新提供思路。齐佳音[15]等探讨人工智能背景下商科教育变革，为新商科教育融入技术

元素提供方向。 
本文将 PDCA 循环理论融入新商科云平台管理，构建动态管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新商科教育

发展提供新视角与实践路径，有助于完善新商科教育研究体系，推动学术型高校新商科教育发展。 

1.2.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商科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商科理念的

提出，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深刻反思，旨在培养能够满足现代企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在数字经

济时代，企业对创新型商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这迫使高校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体系。 
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教育方式的变革提供了可能。现有的教育云平台在国内平台如清华“学堂

在线”、中国大学慕课等，多为知识型在线课程平台，缺乏企业端的参与。在国外平台如 Coursera，国际

化课程资源充足，但是本地实践环节薄弱。通过构建新商科云平台，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整合，促

进企业端的参与，强化本地实践环节，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途径。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

系统化的管理提升云平台的建设与运行质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在教学实践中，存在教学效果评估滞后的情况，改进过程中缺乏精准改进依据。而 PDCA 循环

管理理论作为质量管理的重要工具，通过计划、执行、检查和行动四个阶段的循环，能够保障管理实践

的科学性与高效性。将 PDCA 循环融入新商科云平台的管理体系，可以为平台建设提供系统性的指导，

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这一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在实践中意义深远。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 PDCA 循环的新商科云平台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通过分析 PDCA 循环理论

与新商科教育的结合，明确其在高效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性。研究将首先界定新商科的概念与特征，并比

较其与传统商科的差异。同时，研究将突出云平台在现代教育管理中的优势与作用。 
本研究还将分析新商科云平台的特点与功能，提出管理体系构建所需的框架和管理目标，以确保其

能够有效对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基于 PDCA 循环的实施策略，将设计科学的教学活动和反馈机制，

推动全过程的持续改进。 

1.4. 研究意义 

1.4.1. 理论意义 
关于新商科及其管理体系的文献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集中在新商科教育模式的创新与人才培养方

面。相比之下，基于 PDCA 循环的新商科云平台管理体系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系统梳理了 PDCA 循

环理论及其发展，并探讨了该理论在新商科背景下的实际应用。通过分析云平台管理实践，本文提出了

基于 PDCA 循环的管理流程优化方案，为新商科云平台管理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并为后

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1.4.2. 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新商科云平台管理现状，提出了管理体系优化策略。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学术型高校在新

商科领域的管理能力，促进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此外，研究为相关管理人

员和学者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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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DCA 循环理论概述及新商科云平台概论 

2.1. PDCA 循环理论及其教育应用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DCA cycle 
图 1. PDCA 循环示意图 

 
PDCA 循环是由休哈特提出、戴明推广的持续改进模型，包含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

行动(Act)四阶段闭环流程。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动态反馈机制推动组织优化，从制造业延伸至教育管理

领域，形成“目标制定–实施–评估–改进”的标准化管理范式(见图 1)。 
在教育场景中，PDCA 体现为：“计划阶段”设定教学目标与课程方案；“执行阶段”开展教学活

动；“检查阶段”通过考试、问卷等评估效果；“行动阶段”根据反馈调整课程设计。该模型有效提升了

教育管理的系统性和迭代能力，尤其在新商科人才培养中，为校企协同育人、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方法

论支持。 

2.2. 新商科的内涵与特征 

新商科是数字经济催生的商科教育新范式，具有三大核心特征： 
(1) 数智化重构：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重塑课程体系，如市场营销专业引入消费者行为数据

分析模块； 
(2) 跨界融合性：打破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学科壁垒，培养“商业洞察 + 技术应用”复

合型人才； 
(3) 产教深度融合：通过校企共建实验室、案例库等方式，实现 67%商学院云端平台覆盖率(教育部

数据)，使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区别于西方商科教育，新商科强调中国特色实践，采用本土化商业案例教学，如阿里巴巴新零售模

式分析，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与实务能力。 

2.3. 新商科云平台的功能优势 

作为 PDCA 循环落地的技术载体，云平台通过云计算实现三大突破： 
(1) 资源集成中枢：聚合在线课程、行业数据库、虚拟仿真实验等资源，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 
(2) 智能管理界面：运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教学效果，为 PDCA 的“检查”环节提供实时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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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教协同空间：搭建校企联合项目平台，学生可参与企业真实课题(如供应链优化模拟)，同步完

成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培养。 

2.4. PDCA 循环理论应用价值 

2.4.1. 目标导向与动态调整 
新商科教育强调培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在 PDCA 循环的计划(Plan)阶段能够明

确教学目标，结合企业能力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通过执行(Do)、检查(Check)
和改进(Act)阶段的动态循环，能够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反馈来进行调整，确保教学

预期目标的实现。 

2.4.2. 跨学科融合的促进 
新商科教育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实现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深度融合。PDCA 循

环为跨学科课程开发提供了系统化的管理框架。在计划阶段，可以设计跨学科课程体系；在执行阶段，

通过校企合作、教师协同备课等方式实施课程；在检查阶段，评估课程的融合效果；在改进阶段，根据

反馈来优化课程内容从而推动跨学科教育的持续发展。 

2.4.3. 产教协同的强化 
新商科教育强调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PDCA 循环能够有效整合企业资源，

促进企业深度参与教学过程。在计划阶段，企业可以参与教学目标的制定；在执行阶段，企业可以提供

实践项目和案例；在检查阶段，企业可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在改进阶段，企业反馈意见用于优化教

学内容，从而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3.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与现状分析 

3.1. 学院基本情况介绍 

本文以 TJNU 管理学院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有教职工 92 人。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比为 40%，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达 65%。拥有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

员会 1 名、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名，天津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管理学组)1 名。

拥有“天津市特聘教授”1 名、“天津市特聘教授制度青年学者项目”1 名、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2 名。

1 名教师入选天津市“131 创新型人才第一层次”、2 名教师入选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3 名教师入选天津市高校“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2 名教师入选天津市高校“青年后备人才支

持计划”人选、2 名教师被评为“继之杰出教授”。与此同时，学院设有会计学、档案学、工商管理、市

场营销、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7 个本科专业，其中档案学专业、物流管

理专业获批天津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2. 研究对象的现状分析 

学院始终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加强专业建设，《信息管理学》《创业模拟实训》《市

场营销与社会实践》入选天津市一流课程。学院重视实践教学，不断提升实验室建设，拥有现代化的专

业教学设备、教学软件及图书音像资料，投资超过 600 万元的数据分析与商务智能实验中心，下设大数

据与商务智能实验室云平台、智慧物流实验室等。2019 年与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公司开展深度校企合

作，建立了 100 平米的末端物流综合实验室，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为学院与企业的

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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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学院中选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物流管理三个专业进行现状分析，在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中能看到课程内容在跨学科整合、创新性思维培养以及实践环节再深入发展等方面的限制，

例如信息技术与管理学、经济学的交叉融合较为欠缺；在工商管理专业中国际化课程不够、创新精神培

养不够、企业家精神培养不够等，具体表现为虽然开设了一些国际化的理论课程，但涉及不同国家的跨

文化管理实务类课程以及面向国际市场的分析类课程较少。此外，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与企业实践需求未

能很好地对接；在物流管理专业中存在着学生的创新意识不足，拓展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培养方

面的课程设置不够到位。 
学生作为新商科人才培养的主体，其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机会等方面的需求和期望直接影

响着人才培养的效果。通过对 TJNU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物流管理三个专业的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我们深入了解了学生对新商科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期望(见图 2)。共发出 30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

卷 212 份，聚焦学生群体对课程结构、实践比重、学科深度及职业关联度的核心诉求。数据显示，受访

者在课程期望匹配度、理论实践平衡性、信息技术支持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分歧(见图 3)，同时普遍反映出

对跨学科融合、行业案例应用及数据分析类课程的迫切需求。调研结果既揭示了专业课程优化的核心方

向，也需结合样本年级、专业分布局限性进行综合考量，为后续教学改革提供差异化改进依据。综上所

述，反映出目前教育体系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课程内容深度及专业技能培养等方面的不足(见图 4)。绝大

多数学生认为课程偏重理论，且有 80%以上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实践类课程(见图 5)，这表明学生对实际应

用能力的渴求日益增强，尤其是在大三这一关键学习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学生在对课程设置的满

意度和实践课程需求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这为教育机构在课程设计时提供了重要的性别视角。 
调查还显示，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及批判性思维等领域的知识被普遍认为欠缺(见图 6)，特别是在女

性和大一学生中，这提示教育者应考虑在课程中加强这些内容，以满足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此外，64.15%
的学生有意愿继续深造，尤其是男性和大一学生的比例较高，反映出年轻学子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待(见
图 7)。 

课程设置的优化不仅需要关注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应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行业结合，尤其是在数

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高校应积极倾听学生的声音，及时调整课程内容，以培养出更符合市场

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Figure 2. Students’ demand for practical courses in the survey 
图 2. 参与调查学生对实践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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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oughts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on the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course 
图 3. 参与调查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想法 

 

 
Figure 4. The needs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for curriculum 
improvement 
图 4. 参与调查学生对课程改进的需求 
 

 
Figure 5. Students’ demand for practical courses and their grade classification 
in the survey 
图 5. 参与调查学生对实践类课程的需求及年级分类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5399


苏志源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5399 765 创新教育研究 
 

 
Figure 6. Thoughts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on the lack of 
knowledge in the curriculum area 
图 6. 参与调查学生对课程领域知识欠缺的想法 

 

 
Figure 7. Thoughts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on whether to pursue 
further studies 
图 7. 参与调查学生对是否继续深造的想法 

3.3. 云平台的实际应用效果评估 

云平台在管理学院的实际应用中，通过跨学科课程动态重构、虚实联动的实践资源整合以及校企协

同的智能反馈机制，显著提升了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人才培养的社会普适性。具体来说，云平台的资源

集成中枢功能聚合了在线课程、行业数据库、虚拟仿真实验等资源，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智能管

理界面运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教学效果，为 PDCA 循环中的“检查”环节提供实时数据支撑；产教协同

空间搭建了校企联合项目平台，学生可参与企业真实课题，同步完成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培养。这些功

能的实现，不仅提高了教学管理的系统性和迭代能力，也为校企协同育人、实现教学改革提供了方法论

支持。 

3.3.1. 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通过参与云平台上的创新项目和案例分析，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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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学生在创新思维测试中的平均分数提高 28%，在问题解决能力测试中提高 22%。 

3.3.2. 学生满意度和参与度 
云平台的使用也提高了学生的满意度和课堂参与度。根据问卷调查反馈，对云平台教学内容的满意

度达到了 85%，根据授课老师访谈得知，课堂参与度提高了约 40%。 

4. 研究对象对新商科云平台的需求 

基于 TJNU 管理学院三个重点专业的现状调研(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物流管理)，结合数

字经济时代人才培养需求，学院对新商科云平台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4.1. 跨学科课程体系的课程矩阵需求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存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学、经济学交叉融合不足”的突出问题。现有课程

体系中，仅 12%的课程涉及多学科融合(如《商务数据分析》)，远低于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技能要求。云

平台可以构建动态课程矩阵，支持以下功能： 

4.1.1. 智能课程匹配系统 
根据菜鸟网络等合作企业提供的岗位能力模型(如物流管理专业同学需同时掌握运筹学与 Python 编

程)，自动推荐跨学科课程组合。 

4.1.2. 虚拟教研室模块 
为工商管理专业教师与计算机学院教师提供协同备课界面，联合开发融合课程，以教学周期来计划

新增交叉课程。 

4.1.3. 知识图谱可视化 
基于学院 7 个本科专业的 327 门课程数据，构建学科关联网络，识别课程衔接盲区，例如物流管理

专业缺乏《供应链金融》配套课程。 

4.2. 产教协同的实践能力培养需求 

尽管学院已建成 600 万元的数据分析实验中心，但实践教学仍存在“企业参与度低、案例更新滞后”

的问题。云平台可以强化以下功能： 

4.2.1. 虚实融合实验体系 
开发物流路径优化仿真系统，与菜鸟实验室的实体 AGV 机器人联动，使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虚拟环

境中完成 100%业务流程模拟。 

4.2.2. 实时案例更新机制 
接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库，每周动态更新商业案例(如胖东来：用学校的方

式办企业)，确保案例库年更新率 ≥ 30%。 

5. 云平台体系构建 

5.1. 基本框架 

基于 PDCA 循环理论，构建新商科云平台管理体系，包含以下四个环节：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在计划阶段，首先明确云平台未来的发展目标，并针对目标特点提出可行的配套的管理策略；在执行环

节中，在落实各项管理措施的同时，及时记录特殊情况的发生；在检查环节中，根据现有的数据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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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对平台运行状况进行监测与评估；在处理环节中，根据实际变化情况与检查结果对云平台管理体

系进行灵活性改进与优化。 

5.2. 目标的设定 

(1) 教学目标设定：通过构建云平台，可以满足教师对高质量教学的要求，从而使学生更加高效全面

掌握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促进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发展。 
(2) 资源建设目标：丰富高校教学资源，提高资源的质量和适用性。 
(3) 平台运营目标：应确保云平台的稳定运行，提高云平台的使用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4) 行业需求目标：收集更新行业对于新商科学生基本知识与实践技能的要求，同步行业发展进程，

方便高校教师教学社会化、实际化。 

5.3. 流程的优化 

(1) 高校教学管理流程：优化高校教师对于教学计划的制定流程，丰富高校教师对于教学活动组织，

及时反馈教师教学评价，方便做出针对性改进措施，最终大幅提高高校教学效果。 
(2) 行业资源管理流程：规范资源的及时上传、细致审核、细化种类、快速储存等流程，确保获得并

上传资源的真实性、时效性与全面性。 
(3) 用户管理流程：优化用户注册、登录、权限管理、信息收集等流程，提高用户体验感。 

6. 实施策略(见图 8) 

 
Figure 8. Conceptual diagram of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cloud platform 
图 8. 云平台管理运行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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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计划阶段的需求调研 

在计划阶段，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与访谈等方式，了解教师、学生和行业专业人士对新商科云

平台的需求和期望，为平台的规划和建设提供方案设计。 

6.1.1. 课程矩阵 
在计划阶段，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与访谈等方式，了解教师、学生和行业专业人士对新商科云

平台的需求和期望，为平台的规划和建设提供方案设计。 

6.1.2. 资源分配 
合理分配云平台资源，实现各学科间查漏补缺，高效化利用云平台各类教学资源的目的。为不同新

商科专业有序化、特异性进行云平台资源分配，避免资源浪费。 

6.2. 执行阶段的教学活动实施 

在执行阶段，教师利用云平台开展教学实施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在线学习和实践操作。同时，

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和管理数据收集，方便后续进行教学成果的对比。并引入双反馈机制，由企业与

学生双重进行打分评价。 

6.2.1. 企业评分 
企业根据教师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的契合度、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效果等进行打分评定，由企业对

教师课堂所收集数据进行打分评定，明确教师教学的创新性社会化优势与课堂教学与行业需求的差距，

方便教师针对不足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完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 

6.2.2. 学生满意度调查 
收集学生对于课堂教学的满意度与改进建议，在确保教学质量，完成教学目标的基础下，符合学生

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6.3. 检查阶段的具体步骤 

定期对平台的运行情况和教学效果进行检查和多维评估，对比比较教师教学 KPI，并针对教学效果

不同进行根因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 

6.3.1. 数据可视化 
为方便进行数据比较以及检查过程中较为快速发现问题所在，将收集到的数据可视化。利用数据可

视化技术，将收集到的数据以图表、图形等直观形式呈现，帮助教师快速发现教学中的重点问题，从多

个维度评价教学效果，为教学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6.3.2. 预警阀值设置 
设置预警阈值，对教学质量指标(如学生不及格率、教师教学评价得分)等设定合理阈值。当指标达到

或超过阈值时，及时发出预警，便于提前采取措施，防止问题恶化。 

6.4. 处理阶段的反馈改进 

收集教师、学生和行业从业者的反馈意见。根据反馈结果与教研组评审，及时调整云平台的功能和

管理策略，改进教学方法和资源建设，进行云平台版本迭代。 

6.4.1. 案例库更新 
高校紧跟时代与社会发展，将有时代特色与改革先进性案例及时上传云平台案例分析资源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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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院校商科专业进行借鉴学习。开展校际交流，与其他高校进行交流与合作，共享案例教学资源和经

验，借鉴优秀的案例，丰富自身案例库内容。 

6.4.2. 实践库更新 
依据新商科专业发展和行业需求，开发新的实践项目并添加到实践库，如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的商业应用实践项目。同时，加强校企合作，与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邀请企业人员参与实践库

更新，提供企业实际项目和案例，使实践库内容更贴近企业实际需求。 

7.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基于 PDCA 循环的新商科实践教学云平台管理体系，系统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商科

教育转型的核心命题。理论层面，研究将 PDCA 循环的动态管理机制与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形成

了“目标牵引–资源协同–过程管控–迭代升级”的闭环逻辑，为学术型高校破解传统商科教育中培养

目标虚化、学科壁垒固化、产教协同薄弱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实践层面，云平台通过跨学

科课程动态重构、虚实联动的实践资源整合以及校企协同的智能反馈机制，显著提升了教育资源配置效

率与人才培养的社会适配性，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教学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范式转变，以及教育

供给从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的生态重构。 
然而，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受实证场景的约束，当前管理体系的设计更多依托单一学院的改革

实践，虽通过校企合作增强了外部效度验证，但在跨区域高校协同、多类型学科融合等复杂场景中的适

应性仍需进一步检验。技术层面，云平台对数据基础设施的高度依赖可能引发运维成本攀升与安全风险

累积，特别是在企业敏感数据脱敏处理、跨平台兼容性优化等方面仍需深化技术攻关。机制层面，PDCA
循环中“改进”环节的效能受制于校企合作的稳定性，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商业案例更新滞后等问题可

能削弱管理体系的动态响应能力。此外，跨学科课程开发中教师能力转型的渐进性与教育变革的紧迫性

之间的矛盾，亦对管理体系的落地效果形成潜在制约。这些问题的存在，指向未来研究需在跨院校治理

机制设计、轻量化技术架构开发以及多方利益平衡策略等方向展开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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