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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技术参考模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等学校智慧校园的概念模型、体系架构、框架模型和成熟度模型。 

本标准适用于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总体规划、项目建设及建设效果的评估。 

本标准是制定高等学校智慧校园建设后续具体标准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808 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高等学校管理信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教育 wisdom education 

一种由学校、区域或国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内容适配性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行为，它能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为学生、教师和家长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需服务，能全面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

的状态数据和教育教学过程数据来促进公平、持续改进绩效并孕育教育的卓越。 
 

3.2  

网络空间 cyber space 

人们运用信息通讯系统进行交互的空间，其中信息通讯系统包括各类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物

联网、在线社交网络、计算系统、通信系统、控制系统等电子或数字信息处理设施。 
 

3.3  

信息物理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s 

作为计算进程和物理进程的统一体，是集成计算、通信与控制于一体的新一代智能系统。信息物理

系统在环境感知的基础上，通过人机交互接口实现和物理进程的交互，使用网络空间以安全、可靠、高

效和实时的方式检测或者控制一个物理实体，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 

 

3.4  

虚拟映像 vitu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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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质实体的一种信息化描述，是物质实体以信息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的投影，或者说是物质实体

以信息的方式在网络空间内的存在与代表。这个投影通常是通过对物质实体的结构和特质建模，并承载

了相应实体的信息而实现的。 
 

3.5  

智慧校园 wisdom campus 

教育信息化的高级形态，是对数字校园的进一步深化与提升，它综合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网络、知识管理、虚拟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全面感知校园物理环境，智

能识别师生群体的学习、工作情景和个体的特征，在网络空间建立校园虚拟映像，将学校物理空间和数

字空间有机衔接起来，通过在网络空间的计算掌握校园运行规律并反馈、控制物理空间，为师生建立智

能开放的教育教学环境和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改变师生与学校资源、环境的交互方式，开展以人为本

的个性化创新服务，实现学校智慧运行，支撑学校开展智慧教育。 
 

4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概念模型 

智慧校园是在众多新兴信息技术引入高等学校后，建立校园信息物理系统，实现校园物理空间和数

字空间的有机衔接，亦即学校的物理校园和虚拟校园融为一体。通过校园信息物理系统，全面感知校园

物理环境，智能识别师生群体的学习、工作情景和个体的特征，及时反馈用户需求、控制环境状态、支

持人群协同。根据采集到的各种信息，在网络空间建立校园虚拟映像，并基于虚拟映像进行大数据分析

掌握校园运行规律，实现学校智慧运行。智慧校园改变了师生与学校资源、环境的交互方式，为师生建

立起智能开放的教育教学环境和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支持学校开展以人为本的个性化创新服务，支撑

智慧教育的开展。图1描述了高等学校智慧校园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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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概念模型 

 

 智慧校园概念模型描绘了智慧校园的整体范畴，揭示了智慧校园的本质特征。作为高等学校教育信

息化的高级形态，智慧校园区别于之前的数字校园，引入了多个新概念。针对智慧校园的具体概念和关

键特征，描述如下： 

1) 人机物交互：应用智能感知技术采集校园环境和设备的状态信息，应用可穿戴技术采集人与人群

的活动信息，通过智能终端和自助设备获取用户输入信息，并提供及时的反馈与控制，实现校园

的物理信息采集、环境控制和人群协同。 

2) 泛在互联：通过各种有线和无线网络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随需连接与信息交换，

将校园中人的信息、物的信息、位置信息和环境信息及时映射到网络空间中，构建全天候、全覆

盖的网络应用环境。 

3) 虚实链接：通过社交网络、物联网、位置网络实现人的互联、物的互联和空间互联，构建校园信

息物理系统，实现虚拟校园与物理校园的无缝链接，融为一体。 

4) 虚拟映像：基于云计算、云存储、云服务等技术构建校园网络空间，将校园中产生的各种结构化、

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组装起来，在网络空间中建立校园虚拟映像，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

物理校园的发展状态与运行状况。 

5) 全面认知：应用大数据技术对校园虚拟映像进行全方位分析，全面掌握物理校园的运行规律，并

通过校园信息物理系统作用于物理校园，实现师生与学校资源、环境的智能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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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慧运行：在智慧校园的支撑下，基于运行规律对学校的运营管理、资源调度、业务活动等作出

科学决策，通过流程管理、协作支撑和情景建模等技术系统支持学校各项业务的智慧运行，实现

智慧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达到通过智慧校园建设支撑智慧教育的

目的。  

 

5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体系架构 

智慧校园体系架构是对智慧校园技术体系的总体规划，从技术视角全面规划智慧校园的技术元素构

成、技术元素之间层级结构、以及技术元素间的逻辑关系。按照领域信息化的普遍规律，高等学校智慧

校园的架构采用层次化的体系结构，由智能感知层、网络通信层、云计算层、大数据层、智能应用层和

智能终端层组成，加上信息化支撑平台本身所需要的支撑保障体系如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和信息化运维服

务体系，以及智慧校园的用户群体，形成如图 2 所示的高等学校智慧校园体系架构。具体说明如下： 

 

  
图 2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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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感知层  

 综合采用 RFID、ZigBee、IP CAM 等智能感应、近场通信相关物联网技术，采集校园学习生

活相关的的各类环境、资源与活动的实时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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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网络通信层  

 综合采用校园有线网络、WIFI 无线网络、4G 移动网络等通信技术，为智能感知层采集的各类

环境和活动数据提供高覆盖的传输服务，为师生随时随地使用互联网提供高速率的访问服务、为

校园各类智慧应用提供高可靠的接入服务，从而为智慧校园提供随需、泛在的通信支撑。 

3) 云计算层  

 综合采用虚拟化、分布式计算、高性能计算等计算技术，集中存储、分布式存储等存储技术，

实现高效、透明、可靠的基础设施云服务，为智慧校园的大数据处理和智慧应用提供普适、随需

的计算和存储支撑。 

4) 大数据层  

 综合采用数据存储、数据组织与管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技术，汇聚校园内的环境、活动、

业务、交互等各类信息，构建起连接网络空间和实体校园的智慧校园虚拟映像，并基于虚拟映像

开展全方位的分析，掌握实体校园的运行规律，为智慧校园的各类应用提供科学、综合的数据支

撑。 

5) 智慧应用层  

 是智慧校园发挥作用的关键，基于大数据层对校园的运营管理、资源调度、业务活动等作出决

策，通过教学、科研、服务、管理决策、文化传承等各类智慧型的校园信息化业务应用，为师生

的学习生活和校园的管理提供全面、贴切的功能服务，从而为校园的智慧管理提供全面、个性化

的应用支撑。 

6) 智能终端层  

 综合应用传统 PC、智能终端、自助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等在内的多种终端接入技术，基于用户

所处的不同环境，围绕特定应用场景为用户提供无缝、自适应、个性化的人机交互模式，全面提

升用户获取校园信息化服务的体验，为校园的信息化应用提供融合、无缝的接入支撑。 

7) 支撑保障体系  

 支撑保障体系是智慧校园持续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的基础，包括保障校园各类信息安全可靠的信

息安全保障体系，保障校园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稳定运行的信息化运维服务体系等，为智慧校园

安全、稳定、高效地运行提供切实的保障。 
 

6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框架模型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智慧校园建设应在智慧校园体系架构的基础上，

对各部分的组成进行整体设计，更细粒度地描述技术元素所包含的技术细节和实现思路，从而为后续的

具体建设提供设计参考。智慧校园框架模型就是对技术架构中各个技术元素的详细设计，具体包括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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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环境框架、数据框架和服务框架，其中通信框架是对智慧校园架构中智能感知层和网络通信层的

设计，环境框架是对云计算层的设计，数据框架是对大数据层的设计，服务框架是对智慧应用层和智能

终端层的设计，形成如图 3 所示的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框架模型。具体说明如下： 

 
图 3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框架模型 

 

1) 通信框架  

 是智慧校园框架体系的传输核心，为智慧校园各类信息的高速传输和广泛覆盖提供基础的支撑。包

括为人们参与的各项业务和活动提供高数据量、高并发数据传输服务的无线网框架，为各类传感器提供

高频率、高覆盖数据传输服务的物联网框架，为人、传感器等提供校园物理位置确定服务的位置网框架。 

2) 环境框架  

 是智慧校园框架体系的计算核心，为智慧校园各类信息的即时、高效处理提供基础的计算、存储和

内部传输的支撑。包括对管理应用提供高可用虚拟化计算支撑和对教学科研应用提供云计算支撑的计算

环境框架，应对应用规模的迅速增长提供分布存储支撑的存储框架，为应用间数据高速传输和共享提供

支撑的网络环境框架和保障基础设施稳定运行的机房环境框架。 

3) 数据框架  

 是智慧校园框架体系的逻辑核心，以数据应用和大数据模式承载智慧校园的主体虚拟映像。包括构

建整合、一致、可变的多维数据空间的数据采集管理框架和数据存储计算框架，形成在线实时的数据处

理机制，开展全局的个体及群体数据的多维特征分析的数据分析服务框架等。其中，涉及管理业务的数

据结构应遵守 GB/T 29808。 
4) 服务框架  
 是智慧校园框架体系的应用核心，通过服务框架，智慧校园内的各类服务才能够有机地集成起来，

形成柔性、可演化的智慧校园应用环境。支持将现有的系统通过服务改造后集成到服务框架中，并实现

新建服务功能的不断融入，同时提供开放的应用系统开发框架，帮助开发者快速地构建应用系统。包括

面向用户提供统一交互服务的交互框架，承载业务规则和管理流程的规则框架，为应用、流程和数据提

供柔性定制支撑的引擎框架，以及为集成和封装现有应用功能提供支撑的容器框架。 

 

通信框架 

无线网 
框架 

物联网 
框架 

位置网 
框架 

环境框架 

计算环境 
框架 

存储环境 
框架 

网络环境 
框架 

机房环境
框架 

数据框架 

数据采集
管理框架 

数据存储 
计算框架 

数据分析 
服务框架 

服务框架 

交互框架 

规则框架 

引擎框架 

容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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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成熟度模型 

智慧校园成熟度模型，亦即智慧校园演进模型，用于描述智慧校园建设发展的演进过程，如图 4

所示。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成熟度模型将智慧校园建设与发展状态划分为不同阶段，包括萌芽阶段、集成

阶段、融合阶段和创新阶段等四个阶段，一般来说，一个学校的智慧校园建设会逐级演进，其成熟度也

逐级提高。成熟度模型可用于对高等学校智慧校园建设情况的评估工作，正确认识智慧校园所处的发展

阶段和发展水平；也可以引导智慧校园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推动高等学校智慧化进程的有序发展。 

 

图 4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成熟度模型 
 

一个学校的智慧校园成熟度状况，可以重点从三个影响因素来考察：智慧类技术应用情况，考察

智慧校园普遍采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学校中的引进使用情况；智慧型应用开展情况，考察主流的智慧型

应用在学校的开展情况；智慧型业务融合情况，考察学校主要业务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融合创新情况。

具体地，针对智慧校园的每一个成熟度等级，给出其关键特征和发展状况描述如下： 

1) 萌芽阶段：萌芽阶段是高等学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最低等级。此阶段学校信息化总体上仍处于

数字校园建设阶段，智慧校园建设处于自发状态，一般都是部分智慧类技术在个别业务领域

得到应用，这些智慧型应用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处于各自孤立的状态，全校也没有成型的

智慧校园整体建设方案。 

2) 集成阶段：集成阶段的智慧校园建设由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学校开始有组织地推进智慧

校园建设工作。在此阶段，多种智慧类技术在多个业务领域得到规模化应用，并且各种智慧

型应用之间有了集成与整合，实现了互联互通。 

3) 融合阶段：融合阶段的智慧校园建设开始成熟，学校通过总体规划统筹推进，开始全面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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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智慧校园。学校的各个业务领域都有智慧类技术的深度应用，智慧型应用已经成为学校信

息化的主流应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业务不断融合。 

4) 创新阶段：进入创新阶段的智慧校园开始充分发挥信息化对教育教学业务的优化与提升作用，

学校教育教学业务得到创新发展。智慧类信息技术得到普遍而深入的应用，信息技术与学校

各项业务实现深度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模式、科研协作模式、管理决策模式都在智慧型应

用的支撑下发生了重大变革与创新，学校整体上实现智慧运行，智慧教育的功效得到充分显

现。 

智慧校园的成熟度可以进行量化评价，这需要建立包括上述成熟度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

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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