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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政策背景

➢ 2022年1月：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 2022年2月：《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发布，再次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 2022年7月29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要坚定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教育模式变革，

以数字化带动教育转型升级。

➢ 2022年3月：教育部举办第一期教育数字化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加快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干部信息化素养与教育信息化治理能力。

➢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数字化”写进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规划》指出要构建普惠便捷

的数字社会。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

➢ 2023年2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会议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重点探讨

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学习资源开发与应用、师生数字素养提升、教育数字化治理，以

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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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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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质量文化政策背景

✓ 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

✓ 将建设质量文化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

✓ 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

——摘自《新时代高教40条》

✓ 高校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

✓ 将质量意识、质量标准、质量评价、质量管理等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

——摘自《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年份 政策文件 质量关键词出现频次 信息化关键词出现频次

2018 《新时代高教40条》、《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53 129

2019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职教20条》、《双高计划》

《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74 21

2020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52 28

2021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

《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29 62

2022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 26 6

合计 234 246

✓ 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立足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动教育新基建，夯实信息化时

代教育变革的基础条件。

——摘自《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质量文化与数字化转型的相互促进

数 字 化：数据共享，消灭孤岛

质 量意 识：自上而下的质量体系（检查

过关式）、开始关注过程质

量、多维度数据互相验证

代表性场景：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本科状态数据采集

数字化系统：OLTP事务型+OLAP分析型

初级 中级 高级

数 字 化：基础设施、管理系统建设

质 量意 识：各自为政、无质量体系、简

单的结果数据、纸质问卷

代表性场景：满意度调查、学生评教

数字化系统：OLTP事务型

质量指标量级：十

数据量级：万

数 字 化：提升服务，大数据，智能化

质 量意 识：常态化、自检、自诊，回归

本源，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

量作为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

代表性场景：常态化教学质量管理

贫困生大数据精准资助

过程性评估

数字化系统：HTAP

质量指标量级：百

数据量级：百万

质量指标量级：千

数据量级：亿



围绕1个高校大数据中心；

N个质量管理服务，形成质量管理体系；

N个业务应用服务，形成应用服务体系。

以质量文化为核心，分解成质量目标

标准，牵引各信息化应用服务系统的

建设或升级改造，形成建设指南；

满足“业务管理过程化、质量监测

常态化”的双价值链需求。

1+N：

高校大数
据中心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应
用
服
务
体
系

以质量文化为核心助推高校数字化转型

双价值链体系，打造核心系统和精品“小子弹”微应用。



出国申请

教室借用

用车申请

公寓报修

更多……

数据中心

保存服务数据

回写业务数据

沉淀数据主题

交换共享数据

教务系统

学工系统

人事系统

OA系统

更多……

拖拽式定义表单和数据结构，通过
表单元数据自动生成前台页面与后
端微服务。

业务流程编排，用户可快速实现复
杂业务的流程定义与界面关联。

表单开发工作流引擎

快速开发平台

智
慧
校
园
信
息
平
台

出国申请

教室借用

用车申请

公寓报修

更多……

统
一
认
证

统
一
门
户

办
事
大
厅

采集盲区 == 智慧校园建设盲区

指标达成情况采集

规划教师、学生
发展指标

规划和执行管理平台

指标定义 对标考核双一流发展中心学生发展中心教师发展中心 评价中心

沿着质量和业务环流，识别需求，以用促建



教育数字化转型一体化架构蓝图

师/生/家长/校友/公众 开发者管理者

计算存储网络服务 容器服务 开发服务 数据服务 智能服务 安全服务

二
级
学
院

职
能
单
位

科
研
机
构

学
生
组
织

分析平台

数据平台

数字化看板 决策支持 数字资源 在线学习 在线科研 域内社交 在线办公 开发者社区…

数字化应用建设工具 数字化应用运维工具

统一身份认证 构建集成平台 应用管理平台 容器管理平台应用市场 快速开发平台 应用开放平台

数据服务

数字化连接

能力数字化：面向角色和场景的汇聚

协同办公知识库 资源管理 数据分析 支付 部署集成 消息流程

数据服务

数字化运营

云化IT平台

数字化变革治理体系

数据底座 教学 学工 科研 人事 资产 后勤 党务 审计数据资产管理

预算 治理规则 变革裁决数字化领导力



3个数字化是业务转型的基础

线下办理 → 线上服务

代表性场景：各类业务流程（审批、学业

旅程、评价）

重点目标：简化业务步骤，优化业务交易

旅程；过程数字化到数字化过程；

师生相关对象的全量数字化

代表性场景：师生服务、家长服务

重点目标：从类别到实例、全生命周期、

体验提升、用户满意度增长

游离于系统外 → 固化到系统中

代表性场景：特殊学生、学籍异动、书院

制

重点目标：分散作业到集中共享，平台支

持下灵活业务开展。

对象数字化 过程数字化 规则数字化

提升用户满意度

提升用户感知体验

管理效率提升

决策效率提升

产品与服务增加

开放、生态、共享的数字服务

体验创新 过程创新 模式创新





3C：Connection、Content、Cooperation

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

原则：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

聚合起高质量、体系化、多类型的数字教育资源，为在校

师生、社会公众提供不打烊、全天候服务。

“3C”理念

选课

评教

招
生

迎新实
习

学生
画像 毕业

设计

应用为王，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把 “珍珠”串成“项链”



高校间的课程共享、学分互认，探索校际应用协同机制

深圳西丽湖科教城片区

五所高校课程互选

岳麓山大科城

三所高校课程互选互认

➢ 2023年2月，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高等教育平行论坛上提出：积极探索国家、高校间数字化课程共享

和学分、学历、学位互认新机制。

➢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制度，推动多种形式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云南省本科高等学校学分制公共服务平台

32所本科院校

➢ 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共建共享；

➢ 数据互通，建设全省本科高校教学数据中心，为课程等级

评价、学科专业综合评价、课程学分互认体系、学业导师

辅导、课程绩效激励等提供数据支撑



用户入口

海量应
用服务

基础应用
服务层

数据层

基础设
施层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移动端 PC端 浏览器

毕业设计
系统

综合校情
分析

院系竞争力
分析

学生教师
画像

双一流建设
平台

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

优质课程
申报

查寝打卡

节假日离
返校

档案借阅
预约

校园网/卡销
户申请

危化品购
买申请

职称证明

校外人员入
校申请

校园宣传活
动申请

增补导师申
请

教务管理
系统

预约打印
申请

学工管理
系统

迎新管理
系统

宿舍报修
申请

资产管理
系统

资产盘点
系统

设备维修
申请

科研管理
系统

人事管理
系统

学术交流
申请

微 服 务 软 件 开 发 平 台 腾讯WeDa 钉钉搭强智QZBPS

互联网开放的基础服务平台

腾讯开放平台
腾讯会议
企业微信

钉钉开放平台
华为云Welink

学校自建基础服务平台 数据采集平台

日志管理报表服务

接口服务流程服务

消息服务

权限管理

模板服务

应用管理 任务发布 数据填报

数据审计 查询分析

数据核对

日志查询

基础网络 服务器与储存 数据库 操作系统 基础软件

数据标准 数据共享 数据质量 数据可视化 数据分析 数据安全数据中心

公有云、私有云
混合云

安
全
运
维
保
障
体
系

数
据
治
理
体
系

智慧校园能力数字化框架（强智科技）



流程
数据
存储

业务
模型

页面

数据
可视

逻辑

业务
模型

页面

数据
存储

流程

数据
可视 逻辑

流程图

架构图

实体关系图

数据库

代码编程

代码编程

代码测试

实施顾问

业务架构师

数据工程师

数据工程师

后端开发

前端开发

测试工程师

➢ 流程繁琐，沟通成本高；

➢ 单点质量决定产品交付质量；

➢ 人员岗位多，管理难度大

业务设计

页面 流程 数据可视

实施顾问

实施顾问 实施顾问 实施顾问

➢ 业务定义一切，构建即开发；

➢ 业务关联流程、页面、逻辑、数据存储、数据可视化，

➢ 贯穿研发生命周期；

➢ 大幅度降低开发成本、提升交付质量

传统开发技术路径和实现方式 快开技术路径和实现方式

代码管理
项目进度管理
版本管理

部署环境管理

业务模型驱动，面向场景，而非功能的简单堆砌



微 快 强

➢ 拖拽式定义表单和数据结构，通过表单元数
据自动生成前台页面与后端微服务。

➢ 业务流程编排，用户可快速实现复杂业务的
流程定义与界面关联。

模式1：

基于微服务软
件开发平台搭
建新的微应用

模式2：

将传统应用系
统的非核心业
务进行解耦，
拆分出独立的
微服务

拆分解耦

督导听
课

学生评
教

选课服
务

排考服
务

……

电子成
绩单

岗位实
习

毕业设
计

构建智慧校园应用新生态的“小子弹”模式

微服务软件开发平台



配置元数据 配置表单 配置流程 配置应用发布 应用上线使用

低代码配置，5个步骤，快速构建微应用



“微服务”案例：从传统系统发展出的独立解决方案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采用微服务架构，选课服务独立部署，

独立运行，资源弹性调度，支撑高并发。排考课程门次
650+

单次自动排考
时间30分钟

学生冲突检测
42000+人次

自动排考成功
率95%

智能自动排考微服务 学生选课微服务

数字化支撑平台

（东北大学）
建设校园开发生态，为业务数字化转

型赋能

校园应用一体化服务平台

云化、服务化IT架构
统一安全架构

统一数据底座

数字化能力平台

服务
开放
平台

服务
管理
平台

快速开发平台

知识产权
运营管理 创新创业

教育管理
互联网+

智慧工会

智能心理
云平台

服务
测试
平台

服务
监控
平台

数据
服务
平台

更多应用



双高计划建设监测平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私有化部署

四个检测：进度、质量、目标、绩效

..天
上线

学业支持系统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

40天
上线

成绩单及证明登记服务

清华大学

30天
上线

可信电子成绩单

华东理工大学、衡阳师范学院

30天
上线

迎新服务

昌吉学院、湖北商贸学院、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10天
上线

岗位实习管理系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50天
上线

“微应用”案例：基于低代码快速开发平台搭建的产品级应用



教职工健步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微信小程序 3天上线

3天
上线

辅导员服务
河南物流职业学院，云部署

武威职业学院，私有化部署

10天
上线

本科教学服务门户

中南大学本科生院，100多项服务，师生一张表

分期持
续建设

教育教学项目申报管理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云部署7天

华北电力大学，私有化部署20天

7天
上线

智能报修服务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立达学院

8天
上线

“微应用”案例：基于低代码快速开发平台搭建的模块级应用



丰富的应用服务库1000+

便捷的解决方案和产品50+





顶层设计思路的演进：“人在回路”为大数据赋予校园应用场景的生命力

大数据不再是冰冷的结果数据、历史数据，而是鲜活的实时过程数据，

围绕师生各种活动展开，数据动态纠偏、数据预警，以数据静态标签、

动态标签、模型标签等为指引，为数据注入了人的生命力，构建高校

人才培养的大数据路标。

Human-in-the-loop

数据源（源源不断产生）
成绩、学籍、课表、奖惩、作业、课堂活动、考试试题、学生评教
教学大纲、备课、督导听课、课后答疑、科研项目、获奖、论文

一卡通消费、图书馆借阅、上网时长、寝室进出、校门进出
第二课堂、勤工俭学、学科竞赛、创新创业项目

实习、毕业、就业、校友

活动场景（以结果数据倒逼过程数据）
录入成绩：成绩数据，细化后可包括平时、期中、期末、实验、
考勤、大作业、课堂等
考试：卷面考试，在线考试，试题分析
课堂活动：线下课堂+智慧教室+课堂互动工具，线上课堂
督导听课：指标评价、建议反馈、跟踪改进闭环、现场拍照/视频

多维数据标签（以周、月、学期等周期标记）
个人静态标签：学神、复合型人才、艺术类、社交达人
个人动态标签：不吃早餐、消费中坚、网虫、武侠迷
模型标签：学习能力、办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动手能力
预警标签：学业预警、心理健康预警、失联预警、贫困预警

人才培养路标（3~5年形成）
全景大画像：学校、院系

各级整体画像：专业、课程、课程、学生、教师
个人画像：学生、教师

评估：审核评估、专业评估、专业认证、课程评估等
评价：教师评价、教材评价、学生综合测评

数据

规律
OLTP OLAP

HTAP



各学校业务系统建设起步时间不同，按照系统建设情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目前大多数院校处于3、4阶段。

1. 业务系统建设阶段

➢ 人事、教务、学工、财务、
科研、一卡通等核心系统
建设完成，系统数量<10

➢ 迎新、离校、工作量等非
核心系统建设过程中

➢ 数据中心未建设

业务系统建设初期

2. 业务系统完善阶段：

➢ 业务系统建设基本完成，
迎新、离校、就业、图书
馆、网办、教学平台等系
统数量在10-20之间

➢ 数据互联互通需求开始出
现

➢ 数据中心初期，仅数据库
存放数据，无分层数仓

数据中心建设
数据集成服务

3.  业务系统成熟阶段：

➢ 具有完备的业务系统，人
事、科研、教务、专家评
审、国际化、职称、房屋、
后勤、视频监控等系统数
量在20以上

➢ 开始对数据展开广泛应用，
开始对数据准确性、可用
性具有明确需求

➢ 数据中心已建设

数据治理服务

4.  智慧校园阶段：

➢ 数据中心建设、数据治理
均已取得一定成效，数据
标准、质量得到保证

➢ 开始需要大量的数据应用，
来把数据用起来，往数据
分析，数据应用上走

数据分析应用

到2025年，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信息系统实现优化整合，一体化水平大幅提升；数据实现“一
数一源”，数据孤岛得以打通，数据效能充分发挥；在线服务灵活便捷，“一网通办”深入普及，服务体验明显提升；现
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基本形成，多元参与的应用生态基本建立；教育决策科学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个性化水平全
面提升，支撑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摘自：《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的通知》

高校数据管理阶段



大屏 浏览器PC端

学习者画像智能
画像
预警

教学
质量
管理

安全认证 运维监控 容灾备份 数据管理

数据共享 接入管理 API管理 应用管理

数据交换 清洗转换 数据标准化 任务调度

展示层

业务层

支撑层

数据仓库 教务 学工 人事 一卡通 上网行为 互联网 …………

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数据源

批量采集 准实时采集

师生一表通

状态数据 高基表

双一流数据 人培数据

指导者画像 课程画像

失联预警 学业预警 ……

教务运行教学
运行
分析

管理
使能

教学质量 学籍分析

考务分析 实践教学 ……

督导评价 同行评价 课程评估

专业评估 合格评估 审核评估

目标管理

任务管理

考核绩效

差距分析 ……

1+N架构：1个数据中台 + N个数据应用

教学数据中台 数据采集填报



发挥数据价值
接入多维数据、完善数据来源，实现海量、抽象的教学数据更为场景化、资产化、智能化，实现教学数据价值的最

大化。

建设指标库，对学校、学院、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等实体进行模型定义、计算、赋值，形成数字画像。构建全

景、多维、精准的教学画像服务分析与决策支持体系，从中发现潜在问题和有价值的规律，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进

行展示。

优化人才供给
通过CBE能力地图与OBE能力地图深度结合，深化人才培养科学规划，细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动态掌握学生能力

达成。根据精准画像实现师生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完善数据支撑决策逻辑，推动学校数字化转型。

督促主动提升 基于师生个人画像预警，基于问题导向，促进教师主动提升教学水平、学生主动提升学业成绩及综合素养。

数据驱动决策
推动教学决策由“经验问计”向“数据问计”转变，深化教学管理及服务体系，并最终回归到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学、

科研工作核心。

构建全景画像

基于数据构建全景大画像系统



各级整体画像

学生、教师

专业、课程



姓名、性别、年龄、籍贯
专业、班级、成绩、测评

培养进度、成绩排名、成绩预警、平均学分绩点、

完成学分进度、成绩/排名趋势、选课偏好 图书借阅、上课出勤、评教行为
线上学习、在线作业、课堂互动

积极主动、执行能力、遵规守信、组织协调

抗压抗挫、乐于合作、沟通表达、勇于挑战 体育课成绩、体测成绩、参与运动会情况、

参与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检测

宿舍表现、内务检查、查寝违规

三餐饮食、消费分布、学生干部、 政治面貌、思政课成绩、思政类活动、

考试舞弊、通报批评、违纪违规

奖学金、助学金、获得荣誉、违纪处分
获得学位、毕业论文、外语能力、著作论文

就业去向、薪资水平、岗位能力

学习者
在校表现
全景呈现

学生个人画像

学习者综合发展报告



学生个人画像



学生个人画像



2005年8月

入校

助教
2007年1月

2010年4月

讲师

副教授
2015年3月

2022年9月

教授个
人
发
展
轨
迹

科研能力

论文成果、专利成果、著作成果

（同年龄段，同职称全校/全院排名）

教学水平
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出版专著

主编教材、课程建设、精品课程

专业建设、教研教改、授课方法

任职进修

校内服务、校外服务

进修培训、参会与会

教学效果

课程目标达成、课程成绩分布

学生评教结果、听课评教结果

能力测评

运营能力

资源综合能力

融资能力品牌影响力

创新能力

系列 1 系列 2 系列 3 系列4 系列 5

教师个人画像



教师个人画像



专业画像



课程画像





请看视频



区别于互联网数字人：对课程数字化要素进行一体化编辑，并广泛开展校企合作

课件驱动的数字人：形象+语音+动作+课件 AI生成

省时
制作

随时
可改

及时
专注

元宇宙教育创新探索讲座/6.3 RFID关键技术之三（贴标技术）.mp4


21年专注教学和智慧校园领域

双一流43、双高校29，本科400+，职院380+

研究院团队

2位博士，20+硕士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广
东教育督导学会、湖南省软件行业协会、湖南省教育网络协会……

800+院校、业务覆盖31个省市区

总部长沙，广州子公司、9个分公司，20多个办事处

40+资质荣誉 100+软著

CMMI5、ISO9001、ISO20000、ITSS、ISO27001、
双软、双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强智科技简介



全国典型案例

211、双一流高校
（33/116，占比29%）

河海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延边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海南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湘潭大学

……

985高校（双一流）
（10/39，占比24%）

国防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山东大学

中南大学

东北大学

湖南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

双高计划院校
（29/197，占比1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淄博职业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职业学院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



V I S I ON

为高校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强智力量！



服务热线：400-856-8988

官方网址：www.qzdatasoft.com

公司地址：中国·长沙高新区·麓谷企业广场F4栋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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