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实践探讨
杨红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

从 IT到 DT



I T D T
DT（Data Technology）

时代是以服务大众、激发生产力为主。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时代是以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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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

大学的主要任务：人才培养

教育信息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1 教育未来发展方向教育信息化2.0



1、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2、三全：
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
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
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

两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
一大：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3、教育大资源、创新发展、教育治理

1 教育部文件解读教育信息化2.0



高校 I T 部门困境02

建设资金

信息化人员

部门定位

网络安全



充足的资金是建设高校信息化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网络出口带宽租用
图书馆电子数据库租用
数据中心服务器存储采购
计算机、多媒体教室建设
有线、无线网络设备
发电车、精密空调、UPS维护外包
其他业务费用
。。。。。。

2 建设资金高校 I T 部门困境



2 信息化人员高校 I T 部门困境

人员和队伍是信息化成败的关键

类型：事业编和非事业编人员、各单位兼职信息员、
外包公司驻场人员、学生助理等

人数：5-50人，面临进一步缩减，没有扩展空间

面临问题：
——留不住要留的人，走出体制--勇士

——招不到合适的人，体制内坚守--英雄



高校IT部门受到其体制的灵活度、部门间的协调、历史习惯等
原因导致IT的发展带来瓶颈 ，IT=挨踢，日后会消亡？

网络服务中心
信息技术中心
数字校园建设中心
信息网络中心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

2 部门定位高校 I T 部门困境



技术走进死胡同？技术改变管理？
有限的人力物力试图满足无限的信息化需求

负责人的身份，CIO模式
• 学术
• 管理
• 技术

2 部门定位高校 I T 部门困境



2 网络安全高校 I T 部门困境

网络安全风险：

• 信息泄露

• 网页篡改

• 远程控制

风险 = probability + outcome

Trust = knowledge (weak) reduction

风控模型=成熟度+量化能力+持久性



2 网络安全高校 I T 部门困境

• 223个网站及各类服务系统，32个微信号

•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二级系统（5个）：

学校中文主页、一卡通系统、数字北外系统、财务系统、图书馆系统



新时代用户新需求03

用户类型

新用户新需求

相关对策

十三五信息化建设目标



数字难民

前辈

数字移民

我们

数字原住民

学生

3 用户类型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3 新用户新需求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痛点、压力、紧迫感 ......

领导、师生对信息化，缺乏“触手可及”的感觉

社会信息化服务和校园信息化服务的落差

如何提供强大的、多样化的信息化服务

如何打造刚需业务、真正活跃起来

如何和学校核心的工作结合



3 新用户新需求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主动适应新技术，是新时代公民数字化生存的前提。将人工智能、

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引入教育领域，破解传统教育研究方法

难以解决的新问题，已成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3 新用户新需求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学校的教育装备应逐渐向购买服务模式转
变，软件即服务，硬件也可以如此。只有
购买服务，才是面向战略合作，解决长久
问题。

系统间的单点登录，那只是解决“形”，
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工作留痕”简单化致基层干部压力增大。

每位老师需要找到适合自己不同的教学场
景应用的教育技术！



3 相关对策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高校需要更多信息化服务

不是没人用

不是不活跃

是缺乏更多的信息化服务

是服务手段不丰富



3 相关对策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面向业务部门管理

面向师生、领导服务

用大量的信息化服务填充



3 相关对策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3 十三五信息化建设目标新时代用户
新需求

北京外国语大学“十三五”信息化规划部分解读



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04

夯实基础建设

调整发展布局

数据应用实践



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信息技术中心简介

历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信息技术中心是学校教育信息化的主
要推动者，中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目前已有
60多年的历史。

重要发展节点
1982年随着电化教育大楼落成，学校成立独立建制的
电化教育中心；
2008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推动资源整
合、发展转型，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科研，原网络信
息中心与原教育技术中心合并成立信息技术中心。



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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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信息楼

教学主楼

西综楼

千人礼堂、报告厅等

有线、无线网络支持
与运维

校内信息技术支持

校内一卡通服务

Blackboard教学辅
助平台

教学资源平台

IPTV系统

校园文化系列讲座制作

名师课堂节目制作

多媒体课件制作

各类音频制作

学校各级网站

校内统一数据库

校内OA、电子邮件等
系统运维

数据中心数据交换平台

辅助决策

教学基础设
置技术保障

网络运维支持

教学辅助平台

教学资源制作

信息管理系统
建设与运维

为教学、科研、管理提供优质高效的支撑与服务



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数据中心（硬件建设）

北京外国语大学互联网数据中心，是我校十二五

期间信息化发展重点工程，该工程于2015年初开始
建设，同年8月试运行，11月正式验收。数据中心
整体为B级机房，位于西院国际大厦负一层建筑总
面积497平米。



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多语种网站

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我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悠久、教

授语种最多、办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拥有一
个内容丰富、设计新颖、维护到位的多语种门户网
站，既符合信息化时代高等院校发展的趋势，也是
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

信息技术中心配合校内各单位进行了多语种的网站

的建设，从2015年至今已完成50个语种主页网站。



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网络拓扑图



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4 夯实基础建设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教育模式的改革与更新是多年来高等教育

所关注的热点与焦点，教育与技术的有机结
合，使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和教学效果发生
着质的变化，信息技术中心利用其自身的技
术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参与学校的教改进
程，由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实现教育
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我们中心发展
的特色。

翻转课堂多媒体课件制作

2014年在主管校长的推动下，信息技术

中心与学校的英语学院、专用英语学院、俄
语学院等院系开展了翻转课堂多媒体课件的
制作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或基本完成了英
语教学的三门主课的制作工作，其中包括
《英语文学概论》、《翻译理论与思考》、
《语言学导论》的多媒体课件。



4

基础服务 高层次服务

数字校园 智慧校园

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调整发展布局



4 调整发展布局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课室数据

资产数据

舆情数据

学习数据

安全数据

图书管理数据
运维数据 就业数据

上网数据

学校数据
课程数据

高校数据量指数增长

基石 大数据分析

数据已成为学校发展的基础 大数据分析为重要手段

数据已经成为高校核心资产



4 调整发展布局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2015年八项工作：

多语种网站

新数字北外

新数据中心

个人信息展示和校情展示

OA办公自动化系统

微信企业号

一卡通NFC应用

教学资源平台

2018年工作：

BRAS、BGP、MPLS

认证计费软件更换

有线无线一体化改造

网上一站式服务大厅

网站群建设

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正版化

移动应用企业微信

部分业务驻场服务尝试

智能型教室和智慧研讨型教室



4 调整发展布局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1、提高校领导、部处领导及师生的信息化素养

2、成为各类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

3、工作提升到信息化人文情怀高度

4、从战略、战术各层面全面推进工作

5、坚持持续推出既叫好又叫座的接地气应用

6、规范全校信息化服务形象识别系统，创出品牌

7、把握从数字化校园到智慧校园发展的脉搏

8、抓住机会跳跃式发展教育信息化



4 调整发展布局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智能型教室建设

1、前后摄像头、常态化录播、在线巡视评课

2、电子班牌、信息发布

3、全自动录播、远程网络教学

4、人脸识别教学考勤、抬头率监测

5、电子时钟、考试手机信号屏蔽仪

6、云虚拟桌面系统

7、设备远程监测、IP电话报修

8、教室动环监测及物联控制

9、电子门禁

10、广播考试系统

11、移动软件辅助上课

12、一师一麦

研讨互动型教室建设

1、智能型教室全套设备及系统

2、移动式桌椅黑板

3、多屏研讨显示及无线投屏

4、丰富的教学辅助软件功能

5、各类教学过程数据采集

6、多机位导播精品课程录制



具体

措施

梳理简化现有业务流程

规范校内部门各项服务业务流程，优化
整合后迁移到信息化流程平台，形成一
站式办事大厅、一张表工程等，推进各
部门流程信息公开。

分流非核心维护业务

逐步分流本部门非核心业务，随着技术
门槛的逐步降低，将重复性、简单性、
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业务部分外包，将主
要人员投入到核心业务。

创新应用开发模式

针对不同的业务种类，可以使用完全DIY
自行开发方式、与企业合作开发方式、完
全外包企业开发、迁移到互联网企业平台
等多种方式，减少学校投入、保证数据安
全、解决用户需求即可。

解决用户需求“痛点”

用户需求集中在教学、科研、管理、生活
等诸多方面，重要性依次降低，需求度依
次升高，需要协调各类需求的优先级，逐
步解决。

4 调整发展布局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
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身



4 数据应用实践从 I T  到 D T  
的华丽转身



未来发展前景05

数据中心建设

进入大数据时代

智慧校园



5 数据中心建设未来发展前景

数据一体化方案，最后一公里

四个阶段

1. 数据采集

2. 数据展示

3. 数据清洗

4. 数据同步

发展方案一：

• 开源方案，自行研发

• 完成了最艰苦的数据采集阶段

• 人力财力无以为继

发展方案二：

• 企业级方案，校企合作研发

• 投资建立大数据仓库

• 继承数据采集成果，整合所有

系统到统一数据库

• 实现数据实时联动、数据挖掘

和辅助决策



5 进入大数据时代未来发展前景

基础信息 教学信息 科研信息

消费信息

上网信息

饮食信息

上课内容

上课成绩

选课内容

每个学生
的行为画像

大学综
合信息

我的推荐 学生关
联信息

数据仓库

生活信息课程信息

其它
信息

行为画像



5 智慧校园未来发展前景

项目 分项目 子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平台 

有线网络升级改造 

无线网络系统 

学生宿舍区网络系统 

网络布线系统 

云数据中心 

云计算系统 

大数据系统 

桌面虚拟化系统 

容灾备份系统 

智慧园区建设 

指挥中心 运营管理中心 

智慧后勤 

一卡通系统 

地下管网监控系统 

节能监管系统 

智慧安防 安防系统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系统 

应用建设 

数据平台 大数据治理系统 

综合服务平台 

应用服务系统 

移动校园系统 

综合决策支持系统 

智慧教学平台 

教学系统 

标淮智慧教室 

教务系统 

科研实训平台 
创新系统 

科研系统 

网络安全建设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 

运维保障 
运维保障 日常运营 

应用升级 各个应用系统升级 

	



5 智慧校园未来发展前景

以“双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顶层设计与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目标相适应的信息化建设方案，

在网络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智慧教育=互联网+教育 真正的核心是数据

信息化推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



5 智慧校园未来发展前景

开放、互联、智能、融合、创新

知行合一

以知促行

以行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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