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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慧校园，是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进行充分利

用，构建起互联网体系，这样可以进行数据共享，将高校教学质
量、科研能力都不断的提升，实现产学研的一体化。在之前，智
慧校园是各种系统的总称，以校园网为基础，包括教务系统、考
试系统、选课系统等等。系统运行时所使用的校园网硬件构架相
同，但是功能、数据间具有独立性，整个系统构架是分散式的。在
互联网＋时代，校园构架已具有模型，各系统之间在数据交互方
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智慧校园大数据，就是对系统数据资源
进行融合，在大数据系统形成之后可以进行统一管理。本文中，主
要研究的是智慧校园大数据的产生机制、匹配可能性，并数学建
模，对统计学以及数据资产价值做进一步的论证[1]。

1　高校智慧校园大数据的产生机制
1.1智慧校园网6种用户角色分析
1.1.1本专科在校生
在一般的高校里，本专科在校生是人数最多的，他们主要是

为了接收培训、进行学习。一般在考试的时候、进行各类期刊文
献下载的时候或者是虚拟实验室的时候，对校园网的需求比较高。
研究型高校理念未得到普及之前，在各高校业务里，都是将本专
科在校生作为核心。

1.1.2硕博士研究生
最近几年里，硕士、博士的招聘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各高校

硕博全日制在读学生也越来越多。硕博研究生多数会进行科研工
作，以研究为主。在校园网需求方面，主要是下载各种期刊、虚
拟实验室，或者借助校园网进行高校之间的沟通联系。也有部分
硕博研究生会从事兼职工作，比如代课教师、政治辅导员等等。

1.1.3研究员及博士后在站
工作的地点是各实验室、研究院所等，人数并不是很多，但

是所研究的项目技术含量都非常高。教授学者课题多数情况下是
由他们来完成的。在申请云计算资源的时候、虚拟实验室的时候
都会对校园网有着较高的需求。包括研究员、在站博士后都要经
常性出差，所以对ＶＰＮ 需求也越来越广泛。

1.1.4代课教师及政治辅导员
代课教师、政治辅导员和本专科在校生之间会经常有数据方

面的联系，对这些在校生在选课、考试系统等多方面都有需求。
1.1.5教授学者
教授学者一般是和硕博研究生、研究员等会进行数据联动，

一般对线上科研资源有较高的需求。
1.1.6管理人员
在学校内，各种党政、行政以及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都是由

管理人员来负责，所有的大数据都要做好管理工作，在系统管理
后台，根据各种不同的职务，在操作权限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2　智慧校园的大数据架构升级
2.1智慧校园大数据架构升级的基本思路
管理信息系统也就是建立在数据仓库的基础之上，进行各种

与数据相关的治理、挖掘等工作，并对ＬＡＭＰ服务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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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有效的运用，做好对外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将操作系统、
数据库平台等进行有机结合，形成的就是ＬＡＭＰ。从当前的发
展状况来看，大数据系统后期的发展会越来越快，会更具独立性、
统一性。其他的管理信息系统也可以通过大数据系统来进行数据
的获取，将各种功能都统一实现。

2.2智慧校园大数据架构升级的分步实现
如果要想将智慧校园大数据系统在校园网内进行搭建，那么

智慧校园所有的信息系统都需要进行数据库升级。在进行部署时，
如果使用一步到位的方式，那么在校园网的运行阶段，停机维护
期将会延长很久。高校各系统的运营都是在全年不间断进行，只
是与本专科教育相关的在寒假和暑假会有一个修整期。因此，对
不同的管理信息系统，在进行系统升级时要采取分布策略，这样
才能保证停机维护期的正常。而且，这样一来，单个的管理信息
系统在进行升级时其他的相关管理信息系统不会受到影响，还是
会保持正常运行。因此，在高校校园网进行相关信息系统的升级
一定要分布进行，在进行升级时将系统数据调用模块逐步升级是
核心原则[2]。下面是具体的 4 个步骤：

第一阶段：将数据自动同步算法进行充分有效的运用，对各
管理系统内的数据表之间的关联性做好相关的梳理工作，并建立
自动同模块，如果有其中某个数据表有出现相关的变更情况，需
要对其他相关的数据表进行同步操作。当然，之前的管理信息系
统不会发生改变，而且能够进行数据的同步管理。

第二阶段：将各数据表采取合并的方式，在具有相同用途的
数据表中进行选择，找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表，而其他的数
据表就可以用数据查询表将数据逻辑表进行取代，将数据库的轻
量化很好的实现。

第三阶段：数据库经过逻辑整理之后，重新建立新的数据库，
而且具有统一性。对所有的管理信息系统，做好数据库链接的重
置工作，让所以的系统都能具有平稳性。在对新的系统进行开发
时，在数据库上一定要建立起上层系统。

第四阶段：在数据逻辑具有了统一性之后，与数据相关的治
理模块、安全管理模块要进行合并，只有这样，云计算、人工智
能模块才会进行轻量化处理。

3　总结
对四步走战略进行有效的运用，对各种独立的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库采取整合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大数据系统，而且具
有独立性、统一性。这样整个数据库的运行效率会得到很大的提
升，系统响应时间也会进一步的压缩，各种资源，包括存储资源、
计算资源都不会被浪费，可以进行有效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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