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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智慧校园建设路径探析
吴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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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智慧校园是一种集校内学习、日常生活、工作业务等内容于一体的服务平台，依托于各类服务体系，为学校师生提供

更具针对性、便捷式教与学服务，并在实践应用中选用各类信息技术搜集、整合与分析师生和校内职工在应用阶段产

生的数据，建构更加高效的数据服务平台，为信息化操作提供必要保障。本文基于智慧校园以及大数据内涵，探析大

数据视域下智慧校园建设优化路径，以此提升智慧校园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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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mart campus is a service platform that integrates on campus learning, daily life, work and other 

content. It relies on various service systems to provide more targeted and conveni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servi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school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variou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re used to search, integrate and analyze data generated by teachers, students and 

campus staff in the application stage, constructing a more efficient data service platform and providing 

necessary guarantees for information oper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smart 

campus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smart campus and 

big data,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mart campu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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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信息技术的创新变革，高校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快，逐渐由数字化朝着智慧化方向发展。大数据作为一种更便捷的处理技术，如

何借助这一技术完成智慧校园建设，是大数据时代高校应当思考的问题。本文着重探究大数据和智慧校园的内涵，并就其在实践应用中

的效能展开分析，以此应对新时期智慧校园建设面临的挑战，旨在助力大数据视域下智慧校园建设成效。

一、智慧校园和大数据的核心内涵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智慧校园已经成为当今学习环境中最

具影响力的模式。它以其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完善的管理系统，以

及对各种教育活动的全面支持，为学生带来全方位的教育改革，

使得学习环境变得更加便捷、安全、有序，同时也为学生们带来

了全方位的学习机会 [1-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慧校园的建

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它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当今社会的效

率，并且也彰显出了其独特的优越性。因此，在这个新的历史时

期，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关键。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型数据

处理模式，对于非建构式数据信息完成处理分析，具备更显著的

优势，相较于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而言，大数据可快速、精准的

分析数据价值，便于使用者协调各类数据管理和优化，并将其转

化为更具价值的讯息，为社会创新变革提供助力 [3-4]。高校信息

化建设进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依托于智慧校园建设，要

对海量数据信息整合处理，进而实现智能化处理目的。借助智慧

校园信息化建设中科学技术的导入，可以加快学校信息化建设进

程，有效提升工作成效。

二、智慧校园建设应遵循的基础原则

围绕大数据发展背景下，高校实施智慧校园建设要满足多个

原则，方可实现学校各项事务智能化管理。

第一，保障平台应用的安全性。安全是维护平台顺利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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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也是维护用户隐私的根本，智慧校园平台中涉及大量的数

据信息，对于系统的建设和管理也要遵循基本的安全性原则，从

系统整合到研发阶段，再联结后续的维护，都需要设置一定的规

范准则 [5-6]；第二，也不能忽视其实用性。平台建设要围绕实际

出发，充分发挥学校资源引用的实际优势，设置更符合需求的项

目功能，注重其实践的效能；第三，要保障系统使用的先进性。

信息技术更新迭代，优秀的运行系统是保障其长久发展的关键，

平台建设也要遵循先进性原则，不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装置，

都要符合发展既定的标准；第三，增强器应用可拓展性。智慧校

园平台的不同版块均会涉及学校内部管理体系，也可兼容学校内

部的不同教学版块，结合校内外的数据共享服务拓展业务范畴，

充分发挥智慧校园平台应用成效 [7-8]。第四，应当遵守可制定性原

则，高校始终围绕自身实际开设各项服务活动，针对业务的定制

不能脱离实际情况。

三、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智慧校园建设实施路径

为了充分表明大数据技术在高校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实践应

用，围绕学校内部实践完成举例说明，学校内部的指挥校园体系

主要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基础架构层、平台层和应用层，并将上

述三部分细分为基础网络版块、数据中心版块、安全防护版块、

大数据版块等内容，具体分析如下：

（一）基础网络版块

智慧校园建设离不开现有网络核心基础，要在原有的基础建

构中完成系统升级，方可满足新时期学校内部事务的应用需求。

具体的升级路径包含对原有的体系健全优化，保障无线网络涵盖

的范畴，实现精准对接，提升使用用户的体验感，保障网络实践

的顺畅。学校网络基础设备升级优化路径也包含技术建构，借助

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完成数据精准分析 [9-10]。此次研究所提出的实

践案例，包含学校内部囊括的各个范畴，最主要的是教学区域、

教职工所在区域、师生居住区域和家属居住区域，无线网络的构

造相对繁琐，为了保障学校内部的用网需求，学校要设置多个线

路强化师生体验，用户的智能终端可自行选取连接系统，极大的

便利用户网络体验。为了更好地评估学生上课的效率，可以发现

学生上课的途径和时间都有很多变化。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些变

化，精心研发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即利用智能化的流量趋势分析

来精确预测学生上课的路径和时间，并建立相关的业务模型，从

而更好地支持学生上课。场景化的部署能够满足师生在不同场景

的无线网络应用需求。

（二）数据中心版块

智慧校园平台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针对此类信息的处理多

以云计算为核心，云计算具备动态性、灵活性特征，结合现有的

服务流程和模式，减少平台损耗的成本，强化平台使用效能 [11]。

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要合理使用数据模型测算，按照数据信息分

类，划定不同的分析版块，主要包含下述两大方面：

一是结合服务层次完成划分，此种云计算模型的基底为基础

架构层，主要结合云计算模式梳理各类资源。综合此种分析方法

课简化为三大方向：基础架构即业务、网络平台即业务、软件即

业务。第一，关于基础架构即业务来看，用户可通过网络接入各

类计算体系，并完成数据信息存储和汇总，云计算平台多是依托

于用户申请完成数据资源分配，用户只需付费即可使用，也是作

为基础的云计算服务环节。第二，网络平台即业务 (PaaS),当用户

的开发需求更高，就可以采用 PaaS模型，大幅节约了研发生产成

本，提升了研发速度；第三，软件即服务 (SaaS)模型，云计算平

台安装了用户所需的运算、开发所有组件，只需按期交付租金即

可应用对应的服务器，用户仅应用即可，无需耗费人力、物力维

护服务器。

一种重新组织这句话的方式是：“通过对云计算平台的划分，

可以把它们划分成三种：ISP管理的、个人使用的和企业开发的。

这三种平台都具备独特的特点，它们各自独立地满足不同的需

求。例如，ISP管理的企业通常包括谷歌、亚马逊、百度、腾讯、

阿里这些知名企业，它们的企业管理的企业管理平台主要针对个

人使用者，它们的企业管理平台主要针对企业和政府机构 [12]，在

公共和个人的云中，数据可以自由交换和共享。

（三）安全防护版块

第一，适时接入互联网络。伴随终端数量的不断增加，学校

内部网络的使用用户也在呈上升趋势，网络中面对来自外部的

安全挑战也十分严峻。智慧校园的系统建构不能忽视用户信息

安全性防护，需要从校园网络连接开始，加大对各类网络设备

的防护力度，进一步强化网络使用的安全性。不同衔接口要设

定准入机制，结合无线网络与 BRAS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将原

有的运维身份系统融入其中，保障数据处理先进性的基础上，

实现用户信息一站式服务。在用户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完成数据认

证，继而提升用户使用效率，优化其建构体系 [13-14]。第二，要

保障运维系统管理的和谐统一。这一平台的主要效能在于对网络

中的数据状态实施管控，如果网络中受到外部攻击，或是显示

数据异常，系统中的报警装置会自动发送，管理人员可结合关

键位置设定解决办法，规避安全泄露问题，保障用户信息的隐 

私性。

（四）大数据版块

在智慧校园平台中，主要利用大数据模块对系统中每时每

刻产生的海量数据信息进行存储、管理服务。因此，该模块由

四个不同的模块组成，即前端数据管理、ETL数据分析平台、

数据分析仓库和数据服务界面。在这些模块之间，选用种不同

的方法来实现数据管理。首先，应用预先定义的数据模型来保

证数据的准确性，并且可以防止信息被外界的干扰 [15]。其次，

选取 TEL网络平台来收集和整合来自外界的信息。TEL网络

平台经历了许多步骤，从数据源中获得信息，然后经过精心筛

选和整合，最终形成了具有良好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数据分析仓

储。这些信息不仅满足了 TEL平台的基本功能，而且还满足了

客户端和其他相关系统的使命，例如：实时监控、快速访问、

安全检测、实时备份、智能分类、实时报表、实时审核、实时 

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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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智慧校园建设目标，高校应该

明确其职能与要求，并组织研发基于大数据的信息系统。这些系

统可以帮助高校有效收集、整合并进行数字化转型。此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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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加强对学生的监督与管理，以便更准

确地制定有效的政策。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学校可以极大地

改善教育质量，为老师和学习者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氛围，促进

他们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