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教育”助推高校智慧校园新发展 
 
 
 高  岭 

2017年11月 



核心：      

“互联网+教育”理念下的深度融合应用 

 

 

 

创建10所左右高校“智慧校园”示范点 

目标： 

应用驱动 服务全局 

以点带面 因地制宜 

原则： 



互联网+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需要具备

哪些核心功能？ 

在现有数字化校园

基础上如何实现向

智慧校园过渡？ 

需要哪些管理与激

励机制促进高校智

慧校园建设？ 

目标问题 路线图问题 机制问题 



新时代高校智慧校园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四个关键点 

新时代我省高校智慧校园的推进建议 

 



一 新时代高校智慧校园的现实意义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新指向 

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新需求 

互联网+智慧校园的新特征 



校园信息化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内容，是指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构建现代化的教育教学

环境，实现人与校园，人与信息系统，校园实体与信息系统三个方面的融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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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融合 

 创新驱动 

 重塑结构 

 尊重人性 

 开放生态 

 连接一切 



1.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新指向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 刘延东——《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讲话》 



1.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新指向 

（1）  一个主题 

互联网的创新
成果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 
深度融合 

推动 
技术进步 
效率提升 
组织变革 

形成 
以互联网为
基础设施和
创新要素的
经济社会发
展新形态 

提升 
实体经济
创新力和
生产力 

互联网+的内涵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互联网+的四个基本要素 

• 即构建在现代信息通信上的互联网

平台 
技术基础 

• 互联网平台与传统产业的各种跨界

融合 
实现路径 

• 各种跨界融合的结果呈现为产品、

业务、模式的不断迭代出新 
表现形式 

• 由产品、业务、模式构成的，动态的、

自我进化的、连接一切的新生态 
最终形态 



1.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新指向 

（1）  一个主题 

互联网+的内涵 

——《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 

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智慧校园 

综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

拟现实技术 

探索未来教育教学新模式 

发展“互联网+教育”服务新业态 

搭建智慧化

的教育教学

环境 

推进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

合 

教育教学与

管理模式的

创新 

互联网+教育 

建设智慧校园是“互联网+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当

前教育信息化工作的主题  



1.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新指向 

（2）  两条主线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先

后八次提到了互联网或相关内容，为建设

网络强国和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应用 

基础研究 
突出关键共性、 

前沿引领技术创新 

教育信息化工作应该围绕互联网+教育

的主题，按照一个研究，两类创新两条主

线开展工作 



1.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新指向 

（3）  三个目标 

基本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

学”、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

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基本实现教育信息化对高素质人才培养和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撑作用 

基本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子，

向世界教育信息化先进水平赶超 

全国第二次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 



1.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新指向 

（4）  四项原则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坚持服务全局 坚持融合创新 坚持深化应用 坚持完善机制 

聚焦教育改革

发展过程中困

扰教学、管理

的核心问题和

难点问题 

将信息技术融

入到教学和管

理模式创新的

过程中 

推动教育服务

供给方式、教

学和管理模式

的变革 

进一步深化应

用驱动的基本

导向 

通过应用带动

环境营造、支

撑核心业务 

一个主题 两条主线 三个目标 四项原则 



2. 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新需求 

（1） 从高等教育发展思路来看，智慧校园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 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新需求 

（2） 从教育管理的角度来看，智慧校园是高校深层次开放和共享的需要 

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突破了时空局限 

资金、技术、人

才流动频繁 

高校需要跨部门、

跨区域、跨国界

开放共享数据 

教育 
国际化 



2. 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新需求 

（3） 从用户角度来看，智慧校园是师生开展智慧教育的基本环境 

        当前和未来我省大部分高校信息

化的主要矛盾，将由师生日益增长的

信息化需求与落后的信息化基础设施

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师生对智慧教育

的美好向往与校园智慧化水平不高的

矛盾 



3.互联网+智慧校园的新特征 

    
    海量数据支撑 

    
    网络无缝互通 

A 

形成泛在的网络承

载环境 

便捷的接入方式 

支持所有软件系统

和硬件设备的连接 

信息感知后可迅速、

实时的传递 

环境全面感知 

B 

传感器可以随时随

地感知、捕获和传

递有关人、设备、

资源的信息 

对用户个体特征和

各类情景的感知、

捕获和传递 

C 

存储和处理教学资

源、科研数据、管

理等信息 

实现学校业务活动

的趋势分析、展望

和预测 

D 

以个性服务为理念 

以有效解决师生在

校园生活、学习、

工作中的实际需求

为目的 

通过校园门户提供

高效、便捷、智能

的综合信息服务 

基于角色的个性化

信息定制服务 

师生个性服务 



二 新时代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四个关键点 
校园基础网络建设新思路 

校园大数据感知新方法 

校园大数据处理新模式 

智慧校园服务新途径 



1. 校园基础网络建设新思路——5G+传统网络 

（1）  新需求带来新问题 

新需求 

随需、泛在的支撑服务 

可靠的接入服务 

无缝覆盖的通信服务 

新问题 

重新部署Wifi网络开销巨大 

现有校园基础网络难以支撑 



1. 校园基础网络建设新思路——5G+传统网络 

（2）  移动网络新发展带来新思考 

移动网络已成为接受信息服务的最主要载体 

2017年8月份第4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手机网民比例达到96.3% 

5G网络建设提上日程 

10月27日中国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国际
5G网络标准出台时，中国的移动产品也能基本同步出台 

移动网络提速降费成为趋势 

国务院连续发布宽带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三大运营
商同步出台降费策略 



1. 校园基础网络建设新思路——5G+传统网络 

智慧校园云

宏/微部署 超密场景 非定向覆盖

传统/协作通信 超可靠连接 校园生活接入 物联网通信

5G WIFI
基础
网

“5G+传统网络”的智慧校园基础网络建设新方法 （3） 

一是部署高密度无线网络 
在高校人流密集场所采用超密蜂窝网络部署模式，提
供无线的高密度接入、高速率的传输 

二是促进5G网络与Wifi协同融合 
利用已有Wifi节点，通过5G网络和Wifi的融合、智能
管理等，实现无缝覆盖的移动网络 

三是实现低时延的通信模式 
采用预调度、本地化网关、本地化缓存、快速解码、
面向业务的QoS控制等措施，共同组建低时延的校园
通信网络 



2. 校园大数据感知新方法——复杂场景智能感知 

 利用新兴技术助力校园大数据感知 （1） 

目的 

实现对校园各类设

施设备的运行状态

、师生学习生活的

活动轨迹、师生与

校园环境的互动情

况等进行全面感知

，为智慧校园的全

面数据采集与实时

反馈控制提供基础

的感知支撑 

采用ZigBee、

RFID、 IPCAM等

智能感应、近场通

信相关物联网技术 

技术 

采集校园学习生

活相关的各类环

境、资源与活动

的实时数据 

数据 

物联网

刷卡记录

监控记录

传感器数据

无线网状态

信息展示

信息处理平台

优化决策



2. 校园大数据感知新方法——复杂场景智能感知 

              校园复杂场景下数据智能感知的核心要求： 校园数据的实时性、准确性、全面性 

 

 面向复杂场景的智能感知策略 （2） 

实
时
性 

复杂场景的感知方法 
     
     采用基于深度学习
等方法的目标检测、多
目标识别等技术，提高
复杂场景下数据感知的
实时性和精确性 

准
确
性 

低效特征的感知算法 
      
     基于模糊理论进行
建模，通过多视图学习
进行特征融合，提高低
效特征数据的感知能力 

全
面
性 

隐含特征的感知方法 
 
      通过隐语义模型学
习数据的隐含特征，采
用卷积神经网络挖掘数
据的深层次特征等，提
高数据特征的全面性 



3. 校园大数据处理新模式——主动防护+高效计算 

安全可靠的支撑环境 

高容错低冗余的存储 

高效便捷的运算 

 校园大数据处理的核心要素 （1） 



3. 校园大数据处理新模式——主动防护+高效计算 

 主动防护+高效计算 （2） 

运算环境的主动安全防护 
通过主动式安全扫描、边界监控、分布式管理等技术
的集成创新，实现安全环境的一体化构建 
 

数据感知存储 
基于元数据分析、XOR校验、分布式存储架构等，实
现高容错、低冗余的数据感知存储 

边缘计算与云计算结合的计算模式 
利用校园内大量智能终端空闲的计算能力，结合学校
的云计算平台，形成边缘计算与云计算融合的新型计
算模式，为智慧校园提供高效的运算支撑环境 

主动式安全扫描

边界监控

分布式管理

分布式存储
XOR校验
元数据分析

边缘计算与云计算结合

校园数据感知存储运算环境主动安全防护



4. 智慧校园服务新途径——精准画像+多元服务 

充分挖掘校园大数据所蕴含

的价值，通过机器学习、大

数据分析等方法把数据的价

值转化为服务 

生成服务 

采用多元途径将服务与用户

连接起来，满足智慧校园服

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 

提供服务 

 智慧校园服务的两个核心 （1） 



4. 智慧校园服务新途径——精准画像+多元服务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服务生成策略

精准用户画像 多元服务提供模式

 精准画像+多元服务 （2） 

利用深度学习、多视
图学习等机器学习方
法，挖掘高维、异构
的校园大数据所蕴含
的核心价值，生成基
于大数据分析的智慧
服务 

通过对真实、全面的
用户数据特征的提取
与建模，为每个智慧
校园服务对象建立精
准的用户画像，为智
慧校园的个性化服务
提供导向 

基于用户画像与情景
感知，通过校园网络、
移动终端、可穿戴设
备等途径，向师生的
学习生活和校园的管
理提供智能化、便捷
化、移动化的服务 



三 新时代我省高校智慧校园的推进建议 

省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咨询作用 

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抓紧智慧校园落地研究 

高校信息化同仁处理好智慧校园的三个关系 



 
 1.建议省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咨询作用 
 

 省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是陕西省教育厅聘请并领导的专家组织，是非常设决策咨询机构，

接受陕西省教育厅的委托，开展教育信息化的研究、咨询、指导、评估和服务等工作。 

2012年成立 2014年调整 

主任委员： 高  岭    西安工程大学 

首席专家： 郑庆华   西安交通大学 

委    员： 傅钢善   陕西师范大学 

 邸德海   西安交通大学   

 李  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高东怀   空军军医大学 

 锁志海   西安交通大学 

 种兰祥   西北大学 

 李龙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  力    西安邮电大学 

 淡战平  西北政法大学 

 张维群   西安财经大学 

 张  鹏    咸阳市网信办 

 杨雪峰   陕西省教科所 

 张西强   西安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张  剑    汉中市电教馆 

 尚东海   延安教育信息网络中心 

 张志虎   安康市电教馆    

秘 书 长： 贺小伟   西北大学 

副秘书长： 袁新瑞   西北大学 

   徐    菲   西安交通大学 

    白    浩   陕西师范大学 

    石    磊   陕西师范大学 

   胡西民   西安工程大学 

   罗    征   西安欧亚学院  

2017年调整 



 
 1.建议省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咨询作用 
 

做好调查研究，时刻关注国内外智慧校园建设的新成果，及时

发现我省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新问题，制定为全省教育信息化

发展制定新策略。 

扩大交流，充分挖掘我省教育领域的信息化专家，紧密联络省

外一流专家，吸纳其他行业信息化专家，进一步扩大专家队伍，

形成层次分明，术业专攻，分布广泛的省级教育信息化专家咨

询队伍，为智慧校园共同把脉。 

完善咨询通道，建立专家咨询公开邮箱和微信平台，与各类学

校建立咨询绿色通道，针对智慧校园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或共性

问题，定期组织交流反馈活动。 



2.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抓紧智慧校园落地研究 

起草我省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规范 

结合我省实际和高校情况，分类订制高校智慧校

园的建设规范 

抓紧组织智慧校园新技术实验 

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以项目、课

题等形式，协调高校、企业开展信息技术在智慧

校园应用试验 

推出一批智慧校园建设案例 

搜集整理省外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经验，挖掘我省

智慧校园实践中的新经验 



3.高校信息化同仁处理好智慧校园的三个关系 

开放范围与学校格

局的关系 

技术与业务的关系 标准化与特色的关系 

突破校园围墙的小格局，以开

放和共享的大视野，建设智慧

基础设施与智慧应用 

实现技术与业务的融合，

以云、网、端为核心形

成智慧校园新技术形态，

重点考虑数据融合，业

务融合，应用融合 

满足通用标准，形成自

身特色。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实现智慧校园形

式多样化、使用便捷化，

建成特色的智慧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