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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创底座的普校学生数字画像智能分析系统应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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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信创环境和普校数智化建设，以师生需求为导向，推动校园生活一体化、校园管理智能化、设施数字化、

课堂高效化、家校沟通便捷化，聚焦于教与学。通过融合现有硬件及业务数据，构建基于信创底座的普校学生

数字画像智能分析系统，深度挖掘学生成绩、出勤、健康和社交实践等多维信息，形成科学且全面的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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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aiming to promote an integrated campus life，intelligent campus 

management，digital facilities，efficient classrooms，and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all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self-reliant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ordinary schools.By integrating 
existing hardware and business data，it constructs an intelligent analysis system for the digital profiles of ordinary school 

students，based on a self-reliant innovation foundation.This system deeply analyzes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student performance，attendance，health，and social activities，to establish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data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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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创产业的兴起，不仅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

际竞争力，也为教育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路径。在信创

技术创新和模式变革的支持下，普校学生数字画像智能分析

系统应运而生。该系统旨在“全程跟踪学生成长动态、全面

掌握学生发展、全方位展现学生多维画像”，赋能学生、家

长、教师及学校实时洞察学生的成长轨迹与发展态势，定制

个性化教育策略。通过该系统使各方随时了解和追踪学生的

成长轨迹，关注学生的成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图1  应用场景 

二、业务需求分析 

（1）全面适配信创基础底座，为学生、家长、教师及

学校等提供安全可靠的学生成长画像分析能力。全面适配统

信操作系统、达梦数据库，通过整合学生的学籍信息、考试

成绩、考勤记录、体质健康、体测结果、奖惩情况及综合评

价，展示学生个人表现，形成科学的学生个人画像，促进自

我监测与认知。 

（2）引入学籍档案数字化管理模式，提供可纠错、可

审核的数字化学籍档案。与学籍数据进行对标，学校可通过

一键导入方式完成学生学籍信息初始化，并利用分配班级功

能绑定学生与班级间的关系。学生和家长可查阅学生的学籍

档案，包括基础信息、家庭联系方式及其他信息。 

（3）基于日常学情数据，构建动态学情档案，为家校提

供学业 

指导依据。基于信创环境，通过导入学生学情数据，确

保数据收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形成全面的学生学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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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学生及家长的自我监测、动态跟踪和学习状态评估。 

（4）提供数字化考勤档案，便于家长及教师及时掌握学

生出勤情况，促进良好出勤习惯。与校园出入道闸联动，汇

聚走读生考勤数据，对比班级/年级均值，分阶段分析学生

的出勤率、请假次数、迟到次数及缺勤次数等。而请假可通

过电子班牌进行操作，经老师审核后将请假消息同步推送给

家长，并更新校园出入道闸的数据权限。 

（5）构建学生健康档案，促使家校实时、全面掌握学生

健康状况及发展趋势。健康档案包括身高、体重、视力等数

据，为教师和家长能详细了解学生的身高、体重、视力变化，

并监测体测情况、体育中考、日常运动和健康数据，有效反

映学生身体和心理状况。 

（6）推进学生奖惩档案信息化，助力家校精准把握学

生各阶段发展成果。教师及时维护奖惩信息，分阶段汇总展

示历次奖惩详情、等级分布和轨迹，并将学生奖惩情况与班

级/年级均值对比，图形化展示个人-班级-年级的奖惩对比

情况。 

（7）利用学生生活档案数字化，推动良好习惯养成，

助力家校共育新进程。生活档案结合校园生活事件和居家日

程实践，以时间轴展现学生的生活轨迹，并为教师提供在校

与居家生活的对比，帮助家长和教师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成

长。 

三、系统架构及网络拓扑设计 

基于信创底座的普校学生数字画像智能分析系统不仅

明确组织结构和拓扑结构，还展示业务需求和学生画像元素

之间的关系。架构设计遵循最大化复用、复杂问题简单化、

灵活扩展等原则，从各普校学生画像的应用范围和管理层次

出发，确保系统的高可用性、实用性、先进性、可扩展性和

安全性。 

 

图2  系统总体架构 

该系统基于“四横四纵”模式构建，旨在为家长、教师

及学校领导提供针对普校学生的智能画像分析模型。 

基础设施层：基于学校已有的出入口闸机、电子班牌和

智慧安防平台，结合统信操作系统及国产CPU（如海光、鲲

鹏），构建信创环境底座。 

数字资源层：数据存储以达梦数据库为主，图片存储在

Minio分布式存储中，并使用消息中间件和缓存中间件，确

保高效的通信和数据访问。 

应用支撑层：涵盖学生信息管理、就医管理、考试成绩

管理、考勤管理、生活档案管理和奖惩信息管理等功能，通

过Nginx代理服务整合各业务子系统，促进学生数字画像的

平台化管理。 

表现层：根据不同用户角色（家长、教师、学生、学校

）需求，通过钉钉移动端、钉钉PC端和后台管理端等多种

方式提供访问服务。 

另外，基于当前场景及网络安全的要求，考虑将数据服

务部署在教育网，确保网络和数据安全。考虑到家长和老师

在外访问，平台通过移动端H5和钉钉工作台提供便捷访问

。 

四、关键技术研究与突破 

在信创技术的支持下，针对学校应用场景，在关键技术

研究与突破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攻坚信创适配兼容性。攻克了数据存储格式转换和

系统性能优化等关键技术难题，基于统信操作系统，适配海

光、鲲鹏的芯片，搭载达梦数据库，支持 1000+在线用户并

行操作。通过优化数据缓存技术，I/O 吞吐量并发能力显著

提升，缓存命中率达 95%以上。基于达梦数据库的数据压缩

技术，存储占用减少 30%，查询平均响应时间小于 1 秒，确

保顺畅运行。 

2、强化数据安全策略。加强信创环境下数据安全及隐

私保护，强化学生数据采集、传输和存储的安全防护。引入

非对称加密算法，对敏感字段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传输

的机密性和完整性，有效防止数据泄漏风险。 

3、构建统一信创适配标准。该信创适配过程中，采用

“松耦合、强内聚”的原则，加强模块化设计，降低模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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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耦合性，确保与原技术架构兼容，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标

准，规范信创环境适配流程等相关要求，为教育行业其他应

用的信创适配提供参考，推动教育领域信创适配进程。 

 

图3  网络架构图 

五、功能实现 

普校学生数字画像智能分析系统基于信创底座，集成学

生学籍、学情、考勤、健康、生活和奖惩等数据，通过与现

有硬件和多维数据源深度融合，利用精准教学、家校互动、

电子班牌、门禁和钉钉等系统平台，动态跟踪学生各项数据，

全方位展现学生成长轨迹，提升教育管理效率和家校互动便

利性。 

 

图 4  功能架构图 

5.1、学籍档案管理 

学生基础信息来源于学生学籍系统和智慧校园系统，涵

盖学生姓名、班级、学籍号、是否通校、是否晚自习及家长

信息等数据，并进行定期同步和脱敏处理，为学生画像智能

分析奠定基础。 

5.2、学情档案管理 

学情档案管理通过学校智慧评价和学业评价等系统进

行数据采集，包括各阶段考试成绩、等级评价、任课教师评

语、班主任寄语和课表数据等。 

5.3、考勤档案管理 

考勤档案管理通过学校出入校道闸系统，每日自动采集

进、出校数据，结合电子班牌和门禁系统实现病事假请假流

程自动化。此外，新增教师值、换班功能，方便教师获取学

生的出勤统计和巡检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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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请假流程及系统交互设计图 

 

图 6  请假效果图 

5.4、健康档案管理 

健康档案管理通过体检和体测采集数据，包含每学期的

视力、身高、体重、肺活量等体检数据及跳绳、50 米跑、

仰卧起坐等体测数据。 

5.5、奖惩档案管理 

奖惩档案管理采集学生的获奖和处罚情况，包括学科类

获奖、体艺类获奖、其他获奖及处罚记录等。 

5.6、校园生活档案管理 

校园生活档案通过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移动端采集，涉

及日常作息、社团活动、日常评价及社团成果等数据。结

合钉钉平台采集家校沟通数据，如家长会记录、家校通知

等。 

5.7、学生成长轨迹 

根据采集的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并生成班级和个人的

分析报表。以学期为单位汇总数据，形成从入学到毕业的学

生成长轨迹报告，全面、科学地描绘学生在校期间各方面的

表现，并提供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为学校教师和家长针对

学生的因材施教提供支撑依据。 

六、应用成效 

基于信创底座的普校学生数字画像智能分析系统成功

落地，标志着教育数字化与信创化转型迈入深水区，实现治

理与管理效能双提升。通过深度适配信创环境，打通学校现

有硬件与业务数据壁垒，构建跨系统数据整合通道，打造学

生多维画像模型，将碎片化学习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学情图

谱，赋能教师教研与家校共育。作为教育信创标杆，既验证

了自主可控技术的实战能力，又为教育行业提供可复制的转

型范式，加速推进教育信创化进程。 

该系统不仅为市教育局和学校创造经济与社会效益，还

加速了教育信息化和信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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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驾驶舱 

6.1 经济效益 

（1）教育管理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引入该系统实现学

生数据自动化采集与处理，节省约 50%的人力成本，并优化

教育资源分配，提高教学效率，使得教育管理成本整体下降

至少 15%，并释放更多精力用于个性化教学。 

（2）教学质量显著提升，教学试错成本大幅下降。通过

提供详尽的学情、考勤、健康和奖惩等分析数据，助力教师

更好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发展趋势，从而优化教学策

略。经评估，教学改革有效性预计提高约 40%，试错次数预

计减少约 30%，显著降低教学试错成本，提升教学质量及学

生成长质量。 

6.2 社会效益 

（1）逐步构建信创生态。通过适配和优化学校各类业务

场景，基于信创底座构建集业务平台、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于

一体的生态链，推动教育领域技术自主可控，实现教育教学

上下游系统的无缝对接与 

资源共享，逐步形成开放、协同、共赢的信创教育生态圈。 

（2）推动教育领域信创发展进程。通过在信创环境下适

配和优化，率先将信创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促进学校硬件

设施的升级改造，并为其他学校的信创转型树立标杆，积累

宝贵经验，加速校园信息化和信创化改造进程。 

（3）促进教育模式创新。该系统打破传统教学管理模式，

实现从“经验管理”到“数据驱动管理”的转变。通过图表

化呈现多维度学生数据，为学校管理和决策提供直观依据，

促进精准、个性化的教学方式，提升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 

（4）开创家校共育新局面。家校共育模块让家长通过移

动端动态掌握学生学业和成长情况，并上传学生居家成长档

案，构建安全高效的家校沟通渠道，保障家长知情权与参与

权，推动形成“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生态，

有效凝聚教育合力。 

6.3 相关产业发展 

该系统在信创环境下的成功实践，为教育产业与信创产

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方面，其适配经验推动教育信息

化升级，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教学

质量，促进教育信创产业链协同，奠定经济效益提升基础；

另一方面，验证了国产软硬件在教育场景的适配能力，形成

信创技术栈高兼容性对接、信创性能稳定性提升及基础设施

信创化升级的三重示范效应，加速信创技术与教育数字化转

型的双向赋能进程。 

七、总结与展望 

基于信创底座的普校学生数字画像智能分析系统作为

教育领域信创应用标杆，实现了技术突破、模式创新和生态

构建三重价值。针对数据壁垒、数据安全和信创技术融合等

关键问题，深入分析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构建

“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家校共育”的闭环体系。 

在信创转型过程中，我们创新采用“调研先行-试点验

证-经验沉淀”的三阶段模式，有效管控信创适配风险并

降低实施成本。前期技术比对、选型，融合操作系统、CP

U、数据库等，构建兼容教育场景的信创底座；中期在真

实环境下的压力测试与安全加固，确保高并发下响应时间

稳定在秒级；后期建立动态更新的知识库，将跨平台数据

迁移等 30 余项典型问题解决方案转化为标准化文档，形成

可复用的教育信创改造知识库，显著提升教育领域信创化

推进效率。 

未来将深化“教育+信创”融合创新，通过全维度数

据采集与 AI 分析生成动态学情画像，精准定位学生需求，

推动评价模式从“唯分数论”向“五育融合”转型。同时

强化自主可控技术底座，针对操作系统、CPU 和数据库等

开展适配调优，突破异构硬件兼容和高并发响应等关键技

术，形成“技术验证-场景适配-生态反哺”的标准化路径，

加速构建安全高效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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