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培养全周期大数据驱动的医卫类职业教育

质量诊改方案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属于 2018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立项。本项目经过为期近三年的研究，取得

了初步的成效，共公开发表相关论文六篇，建立了校本教育大数据平

台，整合了包括智慧校园系统，一卡通系统，在线教学平台，在线直

播平台等多个信息化系统，采集各个系统运行过程中的产生的各类过

程性数据，并建立了大数据可视化系统，实现了数据的融合、交叉查

询、动态筛选，初步实现了基于教育大数据的诊断与改进。项目经过

2019、2020、2021 三个年级近 1 万名学生的持续数据跟踪分析，初

步实现了基于大数据的学校治理，教育教学、生活后勤等方面的宏观

质量诊改，以及面向师生个人的个性化的成长记录，质量评价。

二、人才培养全周期大数据平台的构建

1．大数据基础平台的构建

本项目的研究与实践，完全依赖于人才培养全周期大数据平台的

建立。如何针对医卫类职业教育的特点，定制开发一套有针对性的基

于大数据的教育质量诊断与改进平台（以下简称“大数据平台”），是

本项目研究的难点之一。

项目研究初期，项目组经过多次的反复技术讨论和遴选，最终决

定采用开源 JEECG 框架为基础，搭建大数据平台。 Jeccg 框架有完

善的技术架构，前后端分离，能实现安全稳定的敏捷开发。本项目以



该框架为中心，采用框架提供的用户管理结构，实现了用户管理和统

一身份认证。该框架前端对接学校企业微信和微信公众平台，实现了

师生用户的手机微信绑定、手机微信认证，只需要通过手机微信即可

登录和验证身份。框架后端数据库对接各个应用系统，通过中间数据

库的形式与各个应用系统的基础数据库进行数据对接和数据同步。在

此基础上，项目组定制开发了数据同步机制和数据清洗模块，从技术

上实现了数据的采集、互联互通。

2．数据可视化平台的构建

数据可视化系统是大数据平台的展示端，能够将错综复杂的数据

自动生成可视化图表，实现大数据的展示、筛选、分类统计等功能。

本项目研究初期选定了 Superset 开源数据可视化系统，作为本项目

的数据可视化平台（http://s.welearning.net.cn）,并构建了一系

列的大数据可视化诊改看板。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项目组发现 Superset 开源数据可视化系统，



作为一个开源的数据，可视化平台功能十分强大，可定制程度高，但

是也有很多不足之处。1是该平台作为国际主流的开源大数据可视化

平台，主要的语言为英语，本地化语言汉化不足，导致在使用过程中

大量界面出现英文按钮；2 是该平台作为国际开源大数据平台使用大

量的国外开源插件，在国内没有独立的维护团队，从可靠性和安全性

考虑，都需要另外寻找能够更好服务本地的数据可视化平台。

经过对国内同类型产品项目的遴选，项目组最终选定使用开源的

DataEase 平台，替代 Superset 平台，作为本项目的数据可视化平台

（http://10.16.10.211 仅供内网访问）。该平台同样是开源的数据

可视化平台由国内团队开发和维护，相对于前者有更好的本地化服务

以及更适合国内技术发展趋势。经过将近 9 个月的部署实施和应用，

项目组对该平台的用户界面、图表功能、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进行了

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决定全面转向该平台。目前已经实现了该平

台的用户管理与大数据平台对接，各类数据与大数据平台对接，并初

步实现了智慧校园系统、在线教学平台，一卡通系统，在线互动直播

平台等系统的数据可视化分析。



三、人才培养全周期大数据的数据整合

1．数据标准的构建

（1）数据字典

由于本项目涉及到的信息化系统繁多，各个系统在建立初期没有

统一的数据字典，导致各个系统当中的数据不标准。本项目研究初期，

首要完成的就是对校本数据字典的标准化建立。通过对数据字典的建

立，将学校的基础数据，包括各个行政部门，岗位、二级学院、专业、

班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编码、各类建筑物、房间等基

础数据全部统一编码。制定了各类过程性编码的结构规则，确定了，

以学生学号、教职工教工号，为系统唯一索引字段。为后续的数据整

合、查询分析打下基础。

（2）系统用户架构

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学校在数字校园、一卡通、企业微信、腾

讯微校等多个系统分别都有用户架构，经过项目组的调研讨论研究，

最终决定以企业微信的用户架构为基础，以大数据平台作为用户架构

统一管理和统一认证平台，其他平台根据此架构进行调整，接入用户



管理，其他应用系统不再管理用户身份信息。

（3）用户身份绑定

确定系统用户架构后，用户的数字校园系统，一卡通系统，企业

微信，腾讯微笑等多个系统，全部需要与大数据平台的用户帐号进行

身份的绑定。完成身份绑定后，用户通过上述的任意系统，通过手机

进行扫码即可登录完成身份认证，实现各个应用系统的统一身份认证

和单点登录。

（4）应用数据接口

项目组经过研究分析各类应用系统的接口分成两个主要类型：一

种是通过 API 进行数据对接，另外一种是直接通过数据库对接。

通过 API 进行数据交换，需要在大数据平台开发对应的 API 数据

接口，例如：“腾讯会议”系统。通过 API 接口方式，能够安全稳定

高效的获取相关应用数据，此类方式比较适合互联网应用和成熟的第

三方应用。

直接通过数据库进行对接，常见的数据库，包括 MySQL（智慧校

园、在线教学平台）、SQLServer（科研管理平台）、Oracle（一卡通

平台）。从安全的角度，直接连接数据库方式并不可行，一般由应用

开发商提供中间库的形式，将关键的数据同步到中间库，再从中间库

对接到大数据中心数据库进行查询，以确保原始应用数据安全性。

2．智慧校园数据采集

智慧校园系统由成都中教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系统采取

BS 结构，数据为 MySQL，系统内置了包括用户管理、OA 行政管理、



人事、教务、学工、后勤、迎新、质量监控等一系列应用，同时系统

还构建了数据中心，已经将各自应用系统的通用数据集中管理。通过

对接中间库，目前实现了人事数据、学工数据、数字校园基础数据、

教务、数字迎新等基础数据的对接。

3．教育教学过程数据采集

学校早于 2007 年就建立了校本教学平台“随身课堂”，一直沿用

至今。平台覆盖全校各专业所有相关课程，服务全校各专业师生。平

台已开源 moodle 系统为基础二次开发，数据库为 MySQL。大数据平

台通过与数据库对接，实现了教学平台数据、在线课程数据、课程运

行数据、用户使用数据五个层面的数据分析，能详细跟踪用户的每一

次点击，每一次交互操作。

4．生活后勤数据采集

生活后勤数据主要包括四大部分，1 是一卡通消费系统、2 是智慧

热水系统、3 是智慧电表系统、4 是校园网络系统。上述系统用户管

理全部通过数据中心用户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所有用户全部以学

号或工号为唯一的索引。通过一卡通系统可以获取用户每一次刷卡消

费的准确信息，包括刷卡消费的时间、金额、消费位置等基本信息。

通过智慧热水系统可以获取到每个用户使用热水的具体时间，数量，

消费金额，时长等基本信息。通过智慧电表系统可以获取到各个宿舍

用电的情况，包括每小时的用电情况，用电峰值、用电功率、用电量

等基本信息。通过校园网络系统可以获取到每个用户的每天上网流量、

上网时长以及上网时间。



四、基于人才培养全周期大数据的诊改

1．学校管理大数据诊改

通过数据整合，实现了学校的人力资源、固定资产、教学资源大

数据统计分析。

人力资源层面，可以通过各类筛选、快速查找、统计分析全校、

各个二级学院的教职工队伍结构，性别比例，学历职称，各专业教师

队伍构成、年龄情况、教师专业特长、继续教育，职称晋升等多维度

大数据。通过过程性数据，年度数据对比，可快速诊断人力资源、教

职工队伍架构性问题。

固定资产层面，可快速统计分析全校及各个二级学院相关固定资

产实训教学设备、各年度学校及二级学院固定资产投入、生均经费投

入、结合教务系统提供的质量评价数据，有效能量化投入产出比，对

学校固定资产建设、项目投入有很好的诊断和决策依据。

教学资源层面，对全校多媒体课室座位、实训室工位、公共计算

机实训中心、图书馆等设备设施的数据进行整体统计分析，根据各校

区、各二级学院、各专业的学生数量，统计分析相关专业、相关校区

的各类教学资源，为校区建设、专业建设、实训室建设提供诊断和决



策依据。

2．教学质量大数据诊改

教学质量监控大数据主要依赖三个层面，1 是线下教学督导评价

反馈；2 是在线教学平台运行数据；3 是在线互动直播平台运行数据。

通过三个层面的数据整合，可以对某一门课程的线下教学、线上

教学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教师线下教学情况，线上教学情况，

师生互动情况，在线交流活跃程度，在线任务作业完成及批改情况，

在线答疑频率，在线直播及互动情况。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筛选，可以快速定位某一个专业、某一门课

程、某一位老师整体教学情况及每一个单独教学单元的具体实施情况，

对教育教学实现过程性常态化监控，系统实时对教学潜在如：作业完

成率低、线上课程参与度、低直播课程参与度低、师生在线交流频率

低等问题，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和预警，实现教学质量的常态化、过程

性诊断与改进。

3．学生成长评价大数据诊改

学生成长评价数据主要包括了后勤生活数据及学习行为大数据两

部分组成。

生活后勤数据包括了一卡通消费、用水、用电等数据。一卡通消

费对于学生的消费行为习惯进行统计分析，能精准判断学校的贫困学

生。通过智慧热水系统，智慧电表、校园网络管理系统数据，能够准

确的掌握学生生活作息时间，网络及手机使用时间，对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形成数据监控，对非正常数据表现进行及时预警和干预。



学习行为大数据，通过教务系统、实训管理平台、在线教学平台、

在线互动直播平台采集的数据，可以对全校各专业各年级学生的学习

表现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对比，也可以针对个人进行个性化的数据。实

现学生学业水平终末性评价和课程学习过程性评价相结合。

结合上述的数据，利用消费、用水、用电、在线学习等数据的动

态变化，还能对学生校园安全等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和实时预警。

五、项目不足之处和后续研究方向

1．不足之处

（1）由于学校新校区建设施工落后于预期进度，部分业务应用系统

未能按照计划上线，未能实现智慧校园系统应用的全面数据对接。

（2）本项目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完成了应用系统的对接的基础技术

平台和教学诊改框架。但是本项目接入的数据仍在不断扩充，对

数据的清洗、关联、统计分析的信度、效度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3）本项目研究周期较短，仅有一届完整的学生数据，未能形成有

效的横向对比数据。因此，尚未形成可实施的管理制度和方案。

2．后续研究方向

（1）进一步完善数据采集来源

结合学校新校区建设,进一步整合各类门禁系统、物联网等系统，

在校内垂直领域，实现更深荣、更多维度的数据源头来采集。通过对

生源数据采集，实习就业岗位的数据采集，横向拓宽数据源头。

（2）利用新技术提升线下教学数据采集

结合常态化录播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



术，实现对线下课堂教学的质量评价和监控。通过对智能化教学模型、

实训系统，实现实训教学的智能化评价。

（3）形成可实施的管理制度和方案

再经过 1~2 年的实践，形成 2~3 届学生的完整人才培养全周期过

程性数据，可实现横向数据对比分析，进一步完善数据评价模型和数

据预警系统。在技术的支撑下，逐步形成可实施的管理制度，以技术

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形成一套面向医卫类职业院校，基于教育大

数据的人才培养全周期教育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