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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依托物联网、云计

算、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大数据等关键技术支

持，集成了校园的分布式信息系统资源，为广大

师生提供了全面、协同的智能化感知环境，为教

学、科研、管理和生活提供智能化、个性化、便

捷化的信息服务。

智能化校园

智能化校园的愿景



师生希望能够对办公、教学、科研等活

动进行更深层的信息化支持，所有事务可

以在网上直接办理，一次填表可多处使

用；职能部门希望信息化能够支持跨部门

的业务协同；学校决策人员希望决策能得

到及时的数据支持；各类用户都希望获得

集成的、个性化、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学院对智能化校园的期盼



1、智能化校园的建设包含

什么内容?

2、在智能化校园建设中，

如何进行顶层设计？如何整

体规划系统的功能?

3、智能化校园的建设如何

分步推进，分阶段进行?

4、如何在智能化校园的基

础上，构建内部质量保证体

系？

6、智能化校园建设的成功

要素有哪些？

5、在智能化校园的建设过

程中，应具备什么样的组织

和人员配备？

智能化校园建设要解决的问题



（1）建设能基本满足部署业务系统需要的硬件环境：

• 校园网络（有线、无线）、视频监控、一卡通、智慧课室等；

（2）建设各部门的应用系统；

（3）构建数据中心，基于数据中心进行数据整合，以实现全院数据的源头唯一和共享；

（4）变应用为服务，以提高师生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建立基于学校、专业、课程、教师以及学生等层面的数据分析、监测与预警平台，为各

级管理者提供服务，为诊改提供支撑作用；

当前智能化校园实现路线图

难点：
• 系统的整合和数据的开放共享；
• 系统的互通互联；





数据中心

01.人的基本信息

存储员工、学生等人员的基

本信息

02.物的基本信息

存储场地、资产、实验室、

财务等基本信息

03.事的基本信息

存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

间、物与物之间的关联信息

04.数据交换

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交换

标准，支持应用服务中数据

的抽取、转换、清洗和加载，

为实现数据的交换和共享提

供一致的数据交换模式。

校本共享数据中心

• 数据中心统一存储学院关键的数据；
• 数据中心统一数据标准；
• 数据中心提供对外交换数据的接口。



• 制定数据中心标准参照：
• 参照目前已经发布的行业元数据标准的格式，特别是教育部颁发的几个

标准：
• JY/T 1006－2012  教育管理信息高等学校管理信息
• GB/T2261.5-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 JY/T1001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
• JY/T1002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管理基础信息
• JY/T1003教育管理信息 教育行政管理信息
• JY/T 1007 教育管理信息教育统计信息

• 参考当前信息化建设处于领先水平院校数据中心的实际运行标准（如常
州工程、无锡职院、黄河水利职院等）

•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管理与运行数据中心标准



• 分为以下几个数据集定义元数据标准：
• 通用数据子集（学校数据中心最基本的数据集合）；
• 学校元数据子集；
• 专业发展元数据子集；
• 课程发展元数据子集；
• 教师发展元数据子集；
• 学生发展元数据子集。

• 各数据子集下面又分为若干数据子类；

• 该数据标准需不断根据教育部的有关政策作调整，并尽可能与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数据采集要求（如状态数据采集、高基数据采
集、双高平台、创新团队平台等）无缝对接；

•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管理与运行数据中心标准



国家数据
中心

省级数据
中心

校本共享数据中心

状态数据平台

高基平台

双高平台

绩效平台

1+X证书平台

教师创新团队平台

……

•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管理与运行数据中心标准

建议各院校按照此标准建设校本共享数据中心



数据源头唯一、数据共享



数据的不一致的现象

A厂家的教务系统 B厂家的学工系统
C厂家的一卡通系

统

D厂家的收费系统 E厂家的就业系统 F厂家的实习系统

学生数据 学生数据 学生数据

学生数据 学生数据 学生数据

问题：

• 各厂家的学生数据不一致；

• 各厂家的学生数据标准不一致；

共享数据池（数据中心）

学生数据

解决途径之一：

• 共享数据中心；

源头 共享



基于校本共享数据中心标准重塑校园信息化体系

• 已有的业务系统，要根据标
准优化完善；

• 根据标准的要求新增业务管
理模块或微应用；

• 构建统一的移动的师生门户；
• 基于标准建立大数据平台，

对数据进行分析、监测与预
测；





基于画像技术的大数据挖掘

学生基本信息 食堂刷卡信息 使用教学平台信息

门禁刷卡信息 学生日常行为信息 学生成绩信息

原始
数据

统计
分析

学生属性 食堂刷卡时间 教学平台访问数据

门禁刷卡时间 学生日常行为分数 学生成绩分数

事实
标签

建模
分析

学生属性 食堂刷卡早 教学平台访问前10

门禁刷卡频繁 学生日常行为良好 学生成绩分数前10

标签
模型

模型
预测

学生属性 勤俭持家 网红

宅男 三好学生 学霸

预测
模型

学校数据

静态数据 动态数据



基于画像技术的大数据挖掘



智能管理与智能教学的深度融合形成全面的学生画像

管理与教学
数据的融合



把各种应用变为服务，并汇聚成门户

教务处 教务系统

学工处 学工系统

人事处 师资系统

招就处 就业系统

科研处 科研系统

后勤处 后勤系统

门
户
（
办
事
大
厅
）

在同一个地方，
办所有的事情！



？

打通“业务系统-》功能”的通道，形成门户中的微应用

教务系统

学工系统

后勤系统

师资系统

科研系统

就业系统

报修

调课

登记就业

科研立项

登记进修

报修功能

调课功能

处分登记

处分登记功能

登记进修功能

科研项目登记
功能

就业登记功能

门
户

学生转专
业

学生转专业功
能

• 门户不是应用系统的扎
堆，而是从用户使用的
角度出发，用户服务功
能的汇聚，以解决：
• 学校有什么系统？
• 系统有什么功能可

以用？
• 如何使用？（预先

构建好使用功能的
通道）

• 在门户中，用户的角色
是一致和统一的；

• 在门户中，用户可直接
进入并使用各服务功能，
不需要重复进行登录操
作。



举例：师生个性化门户

各
种
互
联
互
通

的
微
应
用

各种个性化的信息提醒



避免“谷仓效应”
索尼自1990年起，为解决日益复杂与

庞大的组织问题选择将公司划分成许多

各自独立的部门。这一项改革，让各部

门就像“内部新公司”，部门间不清楚

彼此在做什么，就像一座座高耸又封闭

的“谷仓”。

业务系统的互通互联，包含以下二个含义：

（1）业务系统之间的信息能够相互传递；

（2）一个业务系统的操作结果，能够引发另一个业务系统的

响应操作。

业务系统的互通互联





举例：系统的互通互联实现对欠费学生的关注



基于系统联动的业务流程

• 重新梳理和优化各办事流程；

• 通过系统规范化和标准化各办事

流程，实现：

• 制度管权；

• 流程管事；

• 业绩可测；

• 过程可溯；

• 办事流程必须与各应用系统的互

通互联：

• 流程不能只局限于线上填报；

• 流程应是驱动数据相互联动

的有效枢纽。

前置流程： 出差申请流程

出差费用报销流程

出差人申请： 填写费用报销表单

费用单据拍照上传

领导审批： 填写费用报销表单

费用单据拍照上传

预算
系统

相关预

算数据

财务处理： 填写费用报销表单

费用单据拍照上传

预算
系统

扣减相

关数据

系统的互通互联：自动触发业务协同，自动触发数据的
流动，从而提高用户使用的兴趣和获得感。



统一的个性化任务提醒及处理通道

任务提醒内容

调课审核

补课审核

公文处理

课程安排

会议通知

流程审批

邮件处理

任务处理

预警处理

投诉处理

……

教务系统

学工系统

OA系统

后勤系统

质量系统

人事系统

……

教务系统调课申
请审核页面

某流程审批页面



移动化办事大厅

• 移动应用与PC同根同源，操作同步、
数据同步；

• 将业务系统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模

块、涉及到数据采集的功能模移植
到了移动平台；

• 适当引入广受欢迎的移动功能：如
社交、书城、电商等。











手机上的数据分析与监测



手机上的数据分析与监测



手机上的数据分析与监测



手机上的数据分析与监测



01
事前
o n e

02
事中
t w o

03
事后
t h r e e

• 智能化管理目标链以及标准链

的构建

• 将目标链以及标准链落实为年

度任务

• 对各层面的诊断点自动进行常

态化的监测、预警。并自动触

发以及跟踪改进流程

• 智能化自我诊改：定期通过人工采集

以及诊断点的自动计算相结合的方式，

计算各层面目标达成度，并形成各层

面的自诊报告

• 智能化考核：定期根据诊断点对各层

面的诊改工作进行考核

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OKR模型、SWOT分析

OKR模型、PDCA循环



目标 标准 设计 组织 实施

改进 创新 学习 激励 诊断

改进 预警 监测

智能化校园管理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

诊改体系的运行-“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

事前

事中

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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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监测

改进

诊断

实施

目标

标准

设计

组织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课程建设规划、诊改实施方案

教学标准、技术标准

成员构成及建设进度安排

课程建设质量控制点

平台数据，科学诊断

精神+物质奖励

线上线下，校内校外

经验总结，凸显成果

课程建设阶段成效

云课堂：微观监测
智能信息平台：宏观监测

微观：调整教学策略；
完善考核方式

宏观：课程建设提速增效

云课堂：学情预警
智能信息平台：达成度预警

混合教学

某课程的“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



通过云教学平台自动形成“画像”



（二）提供数据支持诊断

员工通过系统进行日常工作，从而能通过对各系统的

数据进行分析以及挖掘，反映当前的状态，并且可发现

成功背后的规律以及发现当前存在的问题。

（三）可自动触发改进

一旦发现问题，可自动触发改进流程，并建立反馈

机制。

信息化在质量管理中的的作用

（一）固化和标准化工作流程

通过信息化工作流程，实施标准化管理。



1.将目标和标准输入系统

将各层面的两链输
入系统

2.多终端多渠道信息采集

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电脑等多种终端对数据
进行采集。

3.智能数据筛选及修正

对采集上来的偏差
较大的数据进行智能筛
选，并对部分数据进行
修正，以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

4.建模及数据分析

通过建模对采集
上来的数据进行数据
挖掘和分析，并对应
五横、五纵分解数据

5.数据监测及预警

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
预警。

6.触发改进流程

预警数据及时通过微
信和门户推送给相关的责
任人及责任部门，引导相
关人员进行改进（修改目
标、标准或改进工作过程
等）。

7.过程跟踪及效果反馈

对改进的过程进行记
录及跟踪，对效率及效果进
行反馈。

事中：数据分析、监测和预警，并触发改进



61

学院 层面

43

学生 层面

46

专业 层面

48

教师 层面

40

课程 层面

诊断点
（238个）

学院层面诊断点

专业层面诊断点

课程层面诊断点

教师层面诊断点

学生层面诊断点

诊断点举例



20%

根据80/20原则（企业的80%的利润是由20%的员工

创造），应聚焦20%的关键要素（关键诊断点）:
• 定量；
• 有挑战；
• 具体；
• 自主制定：绝大多数OKR应当由OKR的责任人

自己创建，而非组织强制下发，应当是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的融合；

• 基于进度：必须能支持你能频繁地看到进步；
• 驱动正确的行为；

关键诊断点设置的原则：少而精、并且可以自动计算

关键诊断点

诊断点



因私调停课的数据监测与预警



辅导员工作的数据监测与预警



辅导员的特别关注

根据学生个人的刷卡率、缺课率、学分和成
绩预警、日常表现等，制定预警标准，及时向辅
导员推送信息。



学生消费行为的数据监测与预警

如果连续两顿饭不吃（连续两个红），自动推送给辅导员;如果连续多个月的消费低
于全校的平均消费; 自动推送勤工助学的老师



学生的关系图



学生的学业预警



采集
数据源头

在用户的工作、学

习或生活现场中安装一

定的硬件设备，自动

采集用户的行为。

用户通过业务系统
进行工作、学习或生活时

所留下的数据记录，可作

为源头数据进行采集。

数据源头、实时采集

如果数据是由某个指定的部门或人员定期填入，则其数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
并且会大增加数据采集的工作量，这种数据采集方式不能称为数据源头采集。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伴随式采集

• 根据由教室内摄像头感知到的信息，电脑计算处
理得到教室热力图和抬头率曲线；

• 授课教师便能够通过数据图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学
生们的主要兴趣所在，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思总
结，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

•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自动实现师生考勤





成功因素之一:领导力



成功因素之二：先规章制度，后形成习惯

出现错误数据

的处理
反馈为不满意
的处理

后勤维护时间
的约定-填写日志的奖罚

规章制度



师生全面形成基于
智能化校园进行工作及学
习的习惯。

形成习惯

学校形成基于数据进
行管理的氛围及习惯（如
形成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
习惯、建立主要业务部门
数据分析报告的机制等）。

基于数据进行管理

师生积极参与智能
化校园建设及实施（如个
性化需求的提出、合理化
建议的提出等）。

自下而上的信息化推动力

师生的信息化素养不
断提高，学校的智能化校
园水平螺旋式上升。

应用驱动、需求导向

01

02

03

04

成功因素之三：师生智能化校园使用能力



成功因素之四：学校发展的系统性变革

从“人本+智能+生态”
的理念出发，学校生态重构
的价值目标，应是通过个性
化的服务促进师生的发展。

从学习环境来看，应能
够创设无边界的环境支持师
生的个性化发展；从学习空
间来看，应是能够感知学生
的特征，适配学生的学习需
求的；从学习方式来看，应
能够支持灵活可变的学习方
式。此外，课程体系应是层
次可选的，学习资源应能够
提供精准服务，社会联结应
紧密顺畅，管理体系应支持
极致管理的智能决策。



授课情况

学生满意度

个人基本情况

科研情况

成功因素之五：基于系统数据的质量考核

• 采用预设的标准（如
诊改两链中的标准），
定期对部门和个人进
行分类考核；

• 根据系统的数据进行
考核；

• 考核结果作为评优评
先、岗位升迁、职称
评定、绩效工资发放
等的依据；

• 倒迫系统的使用；



由于部门级的应用已经有许多现行的商业软件，所以，学校应在使用商业软件的基础上，重

点个性化开发跨部门的微应用、数据监测与预警机制，以补充部门级商业软件的不足，解决学校

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凸显学校的管理特性：

构建能与当前业务系统交换数据的、跨部门的

微应用管理系统，以满足学院的管理需要。

跨部门的微应用管理

如：学生缺勤数据的监测及推送；疑似失联学

生的数据（综合各种数据推算）的监测与推送等。

跨部门的数据监测、预警及信息推送

如学生查找空余课室、学生失物招领等应用。

个性化门户中的微应用

成功因素之六：个性化微应用的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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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修复系统联动

数据融合

业务协同

管理可视

服务个性

智能化校园的六大特征

• 学校的数据是丰富的、统一
的和联动的；

• 师生可在网上办理所有的事
情，并自动获得各职能部门
业务协同的支持；

• 师生可随时获得个性化的信
息提醒；

• 领导可通过管理仪表盘观察
学校当前状态、总结经验以
及展望未来；

• 管理可实现：
• 事前有目标和标准；
• 事中可通过系统的自动

监测和预警确保目标和
标准的执行；

• 事后可通过系统进行质
量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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