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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下智慧校园的建设

王晓丽， 刘占波， 苏　 奎， 石　 莉， 陈志国， 闫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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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和十四五规划即将出台的大背景下，高校信息化的建设重心也正在从构建数字校园逐渐转

向构建智慧校园，大数据下智慧校园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分析了智慧校园的内涵，设计了以层级概念为切入

点的智慧校园的基本架构，并提出了不同层级下智慧校园建设与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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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教育是国家进步的基础，信息化教育在信息化飞速

发展的时代是高校发展的核心，推动信息化教育方针是

支持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方略。 建设智慧校园、推动智能

教学一体化是高校向现代化教育发展的趋势。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公布了国家标准文件《智慧校园总体框架（ＧＢ／ Ｔ３６３４２－
２０１８）》。 为加快教育现代化脚步，教育部在 ２０１９ 年工作

要点中明确提出了创建智慧校园，将信息与教学深度融

合，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进程［１］。 国务院随后印发的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中亦明确提出了统建智慧化

教育、服务与管理综合平台，加快智慧校园建设［２］。
１　 智慧校园的概念及内涵

智慧校园顾名思义就是给学校添加智慧。 给学校

添加智慧需要智能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中心、高速网

络等。 不同时代、科技水平的不同所能赋予的智慧校

园含义亦不相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起步阶段

的计算机技术被引入部分校园进行计算机办公、计算

机教学，形成了智慧校园的雏形。 相比传统方式，利用

计算机显然提高了办公、管理、教学等各方面的效率。
相比现今以大数据、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校园，部分学

者将之前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智能办公与教学称为数

字化校园或数位化校园［３］。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

进步，智慧校园这一概念被赋予的涵义是不同的。
以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校园是利用大

数据和物联网等多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意念，集成校

园的组成系统和服务，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

校园管理和服务，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

量［４］。 在智慧校园的平台下，智能设备会以物联网

的形式贯穿在教室、实验室、会议室、办公场所、操
场、宿舍等地，通过有线网或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服

务中心连接，利用软件应用平台统一管理，以实现学

校教学、科研、生活和办公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２　 智慧校园的架构

建设智慧校园的总体目标是使学校能够达到教

学、学习、生活、管理等数字化的一站式智能化效果。
为了能够把各个系统下信息交换问题划分到更易处

理的模块中，同时方便不同的设施之间的交互、扩充

与理解，智慧校园的架构体系参考了 ＯＳＩ ／ ＩＳＯ 互联网

开放协议中层级的概念，通过划分层次关系，把智慧

校园的建设划分成为若干层，大致包括：基础设施层、
支撑平台层、应用平台层和应用终端层，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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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智慧校园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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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智慧校园的建设与实施

３．１　 基础设施层

该智慧层是校园建设的基础，包括校园基础设

施的建设和服务器存储等硬件资源的建设及相关的

物理安全维护规范。
（１）校园基础环境建设规划和基础设施的改造。
（２）智能电子设备的引入。
（３）硬件存储与服务器建设：包括私有数据库，

媒体数据库，公共管理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建设及其

存储服务器容量等基本保障。
（４）校园网搭建和物联网覆盖。 校园网搭建又

分为有线网搭建和无线网搭建。 智慧校园网络由于

连接设备众多且结构复杂，因此在建设中不但需要

高可靠性和安全性，更需要考虑冗余性和便于拆装

等问题。 在布网建设中采用了千兆网络到节点、万
兆网络到楼宇、十万兆为服务器核心的三级架构连

接方式。 智慧校园中的各种不同设备之间可以通过

网络互联互通，各种数据通过智能传感器自动采集，
并上传到智慧校园的大数据平台中，从而实现物联

网覆盖。 智慧校园的组网构建在无瓶颈的同时要求

核心交换机具有足够的带宽与高效的性能，并要求

能够提供无瓶颈的数据交换，核心交换机与汇聚交

换机要具有强大的扩展功能，能够随着需求变化，充
分留有扩充余地，以满足信息准确、安全、可靠、优良

交换传送的需要。
（５）与物联网运行和数据中心有关的安全防

护。 与数据中心有关的安全包括云存储服务中心软

件的存储安全（比如密码的专人管理，系统的备份

等）和存储服务器的安全。 为预防由某种灾害或灾

难事件对大数据中心带来的破坏，需要建设本地灾

害备份与处置中心，可以布置到校园其他楼宇节点

计算中心或其他安全点。 为防止受断电影响，数据

中心服务器不但需要大规模 ＵＰＳ 作为备用电池，还
应使用直接存储复制技术实现大数据中心存储和灾

害备份与处置中心的存储数据同步。
与物联网有关的安全包括网络节点的备份，避

免单点故障，线路保护等。 网络线路和智能设备需

要必要的防尘、防水防护。 如果出现链路问题，冗余

链路可以对相应数据进行转发，以保证数据不间断

传输。
３．２　 支撑平台层

支撑平台层是体现智慧校园大数据及其计算能

力的核心层［５］。 它为智慧校园的各类应用服务提

供驱动和支撑，由于数据中的存储系统要承接大学

的繁杂的应用，为老师、学生提供各种智能服务，因
此采用了模块化布局并使其具备很高的灵活性和可

扩展性。 数据中心主要包括数据处理、数据交换、数
据服务、统一接口和支撑平台等。 数据处理包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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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融合和数据可视化等部分。
数据交换单元是在基础设施层数据库与服务器的基

础上扩展已有的应用，包括数据存储、数据汇聚与分

类、数据抽取与数据推动等。 数据服务单元包括数

据安全服务、数据报表服务、数据共享服务等。 统一

接口和支撑平台是实现安全性、开放性、可移植性和

可管理性的各个接口和模块，包括统一身份认证、权
限和各接口服务等。

大数据中心内规划多套业务系统，各业务系统

之间相互独立并逻辑上隔离，每套业务系统都需要

独立存储空间。 每套业务系统都配置一套独立的存

储设备，这样的方案结构清晰，各业务系统也彼此独

立，但维护工作量大，建设成本高，容易造成存储资

源的浪费，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随着存储技术

的不断演进和发展，存储区域网和集中存储的技术

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大数据中心。 对于云计算中心的

数据平台建设也可以采用存储局域网架构技术和集

中存储的方式来实现。
３．３　 应用平台层与终端层

应用平台层是智慧校园的最高层，是校园智慧

化的具体内容体现。 在上层的基础上，应用平台层

构建了智慧校园的具体资源、环境、服务及管理等应

用。 其为广大教师、学生及管理人员提供了广泛的

服务。 应用平台层包括了智慧化教学环境与资源，
智慧校园的高效服务和管理等，应用终端层是平台

层的接口实现，服务对象通过各种浏览器和移动终

端来访问共享平台服务及各种资源，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应用平台和终端层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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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智慧校园的建设对全面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和师

生信息化服务幸福感和获得感，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关键意义。 本文分析了智慧校园

的内涵，将智慧校园的建设分为了基础设施层、支撑平

台层、应用平台层与应用终端层，提出了智慧校园每一

层次的建设方案。 目前校园的智慧化建设仍然在探索

阶段，尚有诸多问题需进一步探讨、诸多困难需要解

决。 科技的发展决定了智慧校园的智慧到底有多高，随
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智慧校园将迎来蓬勃发展的热潮。
参考文献
［１］ 高建伟． 智慧校园－未来可期［Ｊ］ ．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７） ．
［２］ 刘昌亚．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开启建设教育强国新征程———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解读［Ｊ］ ． 教育研究， ２０１９（１１） ．
［３］ 和学新，鹿星南． 智慧时代的学校教学形态探讨［Ｊ］ ． 课程．教材．

教法，２０２０，４０（２）：４３－５０．
［４］ ＨＩＲＳＣＨ Ｂ， ＮＧ Ｊ Ｗ 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ｕｄ： Ａｎｙｔｉｍｅ－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ａ ｓｍａｒｔ ｃａｍｐ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Ｃ ］ ／ ／ ２０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１： ７１８－７２３．

［５］ 濮怀宇，程蓓，周钢，等． 军队院校智慧校园建设研究［ Ｊ］ ． 实验
技术与管理， ２０２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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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政策调控下，各大房地产企业在依赖于

三四五线城市传统住宅地产开发以获取经济效益、
求得生存的前提下，必须创新转变现有的资本投资

和运作管理模式；在资金周转率达到极限后，从企业

整体的资产利润率角度入手，基于对市场和客户的

细分，通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兴的信息技术资源，聚焦于提高存量资产的运维

管理水平和企业组织能力，实现对企业成本支出管

控和新兴市场业务拓展的基础上，明确企业中长期

发展路径，探寻市场差异化溢价发展的空间，提升新

兴业务项目的投资利润率，并在此基础上，将传统的

开发模式与新兴的产业业态进行优势融合与互补，
促使房地产企业将自身盈利模式平稳过渡到新兴业

务的经济增长点上，完成适合各级房地产企业自身

的创新发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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