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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总体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校园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智慧教学环境、智慧教学资源、智慧校园管理、智慧校

园服务、信息安全体系等的系统架构及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校园建设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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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240—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校园 digitcampus
在传统校园基础上构建一个数字空间,实现从环境信息(包括教室、实验室等)、资源信息(如图书、

讲义、课件等)到应用信息(包括教学、管理、服务、办公等)等全部数字化,从而为资源和服务共享提供有

效支撑。

3.2
智慧校园 smartcampus
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有机衔接,使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便捷地获取资源和服务。
注:智慧校园是数字校园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是教育信息化的更高级形态。

3.3
智慧教学环境 smartinstructionalenvironment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

一体的用以支持教学、科研活动的现实空间环境或虚拟空间环境。

3.4
智慧教学资源 smartinstructionalresources
能通过自动分类与编目、检索与导航、汇聚与策展、共享与推送等方式实现跨终端获取和应用的

资源。

3.5
智慧校园管理 smartcampusmanagement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

一体的用于实现校园信息管理的系统。

3.6
智慧校园服务 smartcampusservice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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