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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计算机技术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有效应用
常菊芬

（江苏省江都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江都 225200）

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它被广泛应用到了诸多领

域，并取得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这充分证明了计算机时代已经

悄然到来。在智慧校园建设中，教师可尝试利用计算机技术，全

面优化智慧校园建设流程，丰富智慧校园建设内容，从而打造一

个更加现代化、智能化的校园环境，进而全面提升学校教师的授

课效率，让学生获得一个更加优质的校园生活。基于此，本文将

针对计算机技术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有效应用进行分析，并提出

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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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传统校园环境已经很难满足当代学生的生活、

学习需求，基于此，为学生构建一个更具智慧的校园环境变得非

常重要。通过构建智慧校园，教师能够进一步提升对学生的管理

效率，使其更好地进行日常学习、生活，长此以往，对学生的进

一步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在智慧校园中，学生能够将学习与生活进行有机结合，提升

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效率，对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习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外，通过构建智慧校园，教师能够更

为高效地利用现有教学资源，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

一、智慧校园的概念简介

一般来说，智慧校园是借助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大

数据技术等应用到校园建设中，以此更好地为全校师生提供相应

的智慧服务，帮助教师更为高效地开展教学管理工作，促使学生

进行更高质量学习、生活的校园新模式。智慧校园作为时代的新

产物，教师要顺应时代潮流，争取为学生构建出一个更具吸引力

的智慧校园。

二、构建智慧校园的目标

智慧校园的建设总目标是：为全校师生构建一个灵活、智能、

运转高效的校园系统。

其一，将人、学校、设备和社会因素之间互通互联，使他们

之间能够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进行互动，这样的互动有助于促进

人、设施环境、信息系统三者间的数据产生更完美融合，从而使

校园的运转更具智能性、先进性。

其二，实现快速、准确地获取校园内学生、教学资源、管理

模式等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管理、分析，进一步优化

教学管理流程，推动学校实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促使学校进

行更为科学化的决策、规范化的管理。

其三，通过集成各信息化服务，实现校园信息的高校获取、

信息融合、信息共享等，为学生提供更具及时性、针对性的信息

服务，从而帮助教师更为智慧化地教学、科研、管理，让学生能

够在智慧校园中体验“智慧生活”“智慧学习”。

总而言之，构建智慧校园的最终目标便是实现教育信息化和

教育智能化。

三、计算机技术引入智慧校园建设中的意义

通过智慧校园，教师能够借助计算机技术，更为高效地对校

内教学资源、学生学情进行高效管理，更为便捷地实现信息共享，

为全面提升校园管理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学生来说，智慧校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学生活的

幸福感，有利于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进行更为高效、合理地

安排。

在智慧校园背景下，教学资源互通共享，学生和教师可以共

用一个知识库，这为师生间进行更高质量的互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教师在进行授课时，可以制作一些微课视频用于辅助教学，在智

慧校园中，教师可将这些信息化教学辅助资源进行共享，以此帮

助学生随时获取想要得到的知识。

智慧校园能够打破师生与教学资源间的时空壁垒，帮助学生

更为高效地查找到想要的知识内容，还有助于教师开展更加高水

平的备课工作，这样可在无形中对学校的教学资源做到利用最大

化。智慧校园能够让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同时，借助计算机技术学生可以更加便捷地知道自己将在哪

个教室上课。在生活中，学生可以凭借一张校园卡行走在智慧校

园中，无论是日常的吃饭、购物还是使用洗衣机、热水器，都可

以用智慧校园卡解决。

由此可见，将计算机计算引入智慧校园，能够极大丰富教师

授课模式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更为便捷、高效地进行学习、生活，

对促进学校综合教学水平提升有重要意义。

四、计算机技术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一）计算机技术在智慧校园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在计算机技术时代，学校可尝试利用更加智慧的方式对师生

进行管理，借助计算机技术构建一个智慧校园管理系统。在以往

的学校管理过程中，由于缺乏师生的相应数据，难以对他们接下

来的行为进行预测，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校对教育资源的管

理程度。

在教育管理中，学校中的很多部门缺乏必要的沟通，这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对教学资源进行更有效的调配。事实上，学

校可通过学生计算机技术对他们的学习情况进行更精确、智慧的

管理。

例如，学校可通过学生每天刷一卡通的数据，了解他们的活

动情况，还可调取学生的相应数据，对他们的兴趣进行分析。通

过类似的方式，学校可对学生产生更加深入的了解。不仅如此，

学校还可将这些数据进行共享，借此提升学校各部门的工作效率。

例如，学校可将学生的数据信息共享给图书馆，这样学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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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就能知道学生最喜欢阅读的书目，还能了解到学生最常到图

书馆进行学习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学校可对相应的资源进行

更加精确地控制。

此外，学校可将学生一卡通的数据与学生的手机联系起来，

结合学生手机的定位功能提醒他们按时上课，同时，当学生走到

指定教室后，考勤系统会自动为学生签到。

同样地，学校也可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教师的授课进行管理。

通过相应的提醒功能，学校教师可在课前收到上课提醒，并为其

标注出具体的上课时间和教室。

此外，教师通过对学校图书馆计算机技术进行分析，能够更

加深入地了解学生当前对哪些知识点的掌握不够深入，从而进一

步优化自身的教育教学内容。

由此可见，智慧校园管理系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育教学

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这会在无形中促使学校更加全面发展。

（二）计算机技术在智慧校园基础设施中的应用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学生的校园生活有较大影响。对于学生

来说，智慧校园生活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教师通过构建智慧

型校园基础设施，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

质量。

在计算机技术时代，学校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学生日常生

活中的常用物品进行共享，借此实现人与物的有效互动，从而全

面提升学校的智慧性。

当前，学生最常用的便是校园一卡通。事实上，一卡通内的

芯片和学校的数据库进行了联系，当学生使用一卡通的时候，物

联网系统会发挥出本身的作用，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与学校内的设

备进行互动。

例如，为减少学校食堂食物浪费，学校可以将学生的买饭信

息与食堂未吃完食物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帮助学校食堂更

加精准地控制饭菜量，降低食物浪费的现象出现。

智慧校园对学校师生生活上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

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校学生进行学习的方式。当前，很多

学校打造了智慧图书馆。学生只需下载一个相应的软件，便可进

行查阅藏书、占座等功能。

例如，学生在进入图书馆之前，可以用软件查看当前空余的

座位，选定合适位置后则可进行“锁定”，在学生锁定位置之后，

可选择计划学习时长，这样能让学生更加有效地利用在图书馆学

习的每一分钟。

同时，其他学生也可结合计算机技术给出的建议选择适合的

时间到图书馆进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对时间的安排将会

变得更加合理，这可在无形中帮助学生养成制定计划的习惯。不

仅如此，部分学校甚至在学生的一卡通中添加了信号发射器，它

会结合当前的时间和学生所处的位置，控制学生所在建筑房间的

灯光。

由此可见，将物联网等技术应用到学校智慧校园的建设过程

中，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校学生的生活质量，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学校对资源的浪费，可以说，智慧型校园基础设施对学生

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三）计算机技术在智慧校园师生交流中的应用

计算机技术在智慧校园师生交流中有极大应用。在日常，学

校可对校园局域网进行设置，让学生、教师能在同一网络下进行

在线交流，提升师生间的沟通效率，拉近师生距离。

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计算机技术，构建一个智慧学习平台，

学生可将遇到的问题分享到学习平台，并通过“留言”“聊天室”

等功能进行沟通，提升师生间交流效果。此外，在学生管理中，

教师可利用计算机技术，时刻掌握学生动态，从而有效提升教学

效率和质量。

例如，在智慧校园中，学校教师在授课前再也不需要对学生

进行点名，学生只需要在自己的手机上利用钉钉软件进行签到即

可。通过类似的功能，学校教师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到教学工作中，

从而助力于学校综合教学水平的提升。为更好地凸显出智慧校园

的优势，教师要积极学习不同类型的教学模式，借此增强自身的

教学专业能力。

比如，当前很多学校教师在授课时，会将微课视频引入到课

堂中，通过此方式助力于智慧校园的构建。这就需要学校教师具

备一定的视频处理能力以及寻找教学辅助资料的能力。这就需要

教师积极学习不同的信息处理技术，例如 PS、电子白板等内容。

学校教师通过对不断提升自身对各类技术的掌握水平，可在无形

中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智慧教师团队，从而为学生打造出众多智慧

课堂，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智慧校园对自身学习带来的影

响。

五、结语

综上所述，计算机技术在学校智慧校园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

非常大的作用。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教师可更加清晰地对自

己的教学工作进行规划，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学生的兴趣爱

好进行判断，有利于他们开展更加高质的教学工作。同时，在智

慧校园中，学生的日常生活将会变得更加便捷，他们可以在校园

中接受到更加高质量的服务，这能在无形中帮助学生获得更强的

归属感。随着时代发展，计算机技术将会被更加广泛地应用到智

慧校园的建设过程中，智慧校园的服务也会变得越来越完善，从

而更好地服务于在校的学生和教师，在整体上将学校的办学水平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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