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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大数据时代信息可视化设计在智慧校园中的应用。方法 基于大数据时代，由智慧地球

这一概念引伸出了智慧校园的概念，介绍了智慧校园的发展背景及目前国内外智慧校园的发展现状，总

结了智慧校园的 5 个特点，并通过挖掘智慧校园与信息可视化设计之间的联系，分析研究了具体的信息

可视化设计应用实例。结论 论述了适用于智慧校园的信息可视化系统和交互端的设计框架，提出了信

息可视化设计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用展望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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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Intelligent Campus in Big Data Age 

JI Han-yu, XI Ta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big data age" in intelligent campu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wisdom of the earth,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wisdom campus,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isdom campu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wisdom campus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isdom campu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sums up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dom of the campus, and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intelligent campus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link 

between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visual design application examples. It discusses the design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system and interactive side which is suitable for intelligent campus, and puts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and countermeasure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 in intelligent campu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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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建设智慧校园，推进学

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已成为必然趋势。信息可视化

设计已逐步渗入到社会大众的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

等多个方面。作为服务于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及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的手段，信息可视化设计为智慧校园

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近些年来，为了有效推动

智慧校园的建设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

投向信息可视化设计与分析。 

1  智慧校园的概述 

“智慧校园”一词来源于“智慧地球”——这一理

念于 2008 年被美国 IBM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首次提

出。2009 年，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对这一理念给予

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回应。 

1.1  智慧校园的发展背景 

大数据时代充斥着海量数据，信息以更快的速度

广泛传播。随着移动互联网、手机及平板电脑等的不

断普及，人们在医疗、教育、交通等日常生活中更加

便利。大数据思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维方式，通过

数据分析获得价值[1]。 

现代社会生活中，大数据与云计算正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校园作为教学活动的必备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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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的数字化校园已无

法满足师生的多方面行为和情绪的需求，面临着重大

转型。大数据技术能对获取的庞大的数据量进行更实

时和快速的监控，并能呈现有价值的分析。大数据时

代智慧校园的意义，主要在于及时反馈，为学校的教

学生活及智能化管理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1.2  智慧校园的发展现状  

自从“智慧地球”这一概念在 2008 年被提出以来，

基于这一概念下的智慧校园的探索已经在国外很多

学校展开，并且目前大都有了相对完善的模式。部分

国外智慧校园发展现状的梳理见表 1。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慧校园的起步较晚，2012 

表 1  国外智慧校园发展现状 
Tab.1 Development status of foreign wisdom camp  

国外智慧校园项目 智慧校园优秀经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TEAL 计划 

建设理实一体化教室，把网络教学系统、桌上型实验设施、

3D 情境再现、动态仿真实验设施、学习实时反馈系统等融合

于教学之中。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职能学生证[2] 

为学生办理了智能学生证，学生进教室上课时通过无线传感

器自动注册，老师可以通过终端设备应用程序查看学生的出

勤状态。同时安装读卡器，更便于教授记录考勤，节省大班

授课时间。 

英国伯明翰城市学院云端课堂及社交性软件平台 

建设了云端课堂和 Connections 社交性软件平台，创设了富

有交互性的优质学习环境。该学院数万名学生能借助这个平

台建立自己的社交学习网络，进行问题讨论和学业互助、分

享、思想、创造新知。[3]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智慧校园学习环境建设[4] 

对校园内的信息技术环境建设进行了通盘考虑和顶层设计。 

ITS 意识到 ，PSU 越来越以学生为中心，而校园中的大学生

都已经是新一代数字土著，他们期望 PSU 能够搭建全新的

学习环境，提供最好的信息技术服务。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成立虚拟计算机实验室 

学校整合校园资源,成立了虚拟计算机实验室 Virtual Compu-

ting Lab(VCL)。该系统可在任何时间、地点通过按需提供或

者预约的方式为用户提供需要的资源和解决方案。学生可以

通过宽带连接接受免费的教学材料、应用软件、在线存储等。

该系统的建立使得软件许可成本降低 75%,每个应用系统服

务的学生数提高了 150%。 

韩国教育信息化建设 

建设以教育网络工程、高校网络学习为中心、学术研究数字

化工程和国家教育信息系统，全面使用以平板电脑为主要形

式的个人学习终端。 

 
年教育部制定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确立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方向和要

求，把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水平作为检验教育信

息化的重要指标[5]，这也是未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

的方向和要求。  

目前，国内大部分学校仍处于规划和初步建设阶

段，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主要原因是对智慧校园

的认知还不够全面，没有相对系统的规划和目标，整体

周期普遍较长，涉及面较广且相关工作也比较庞杂。 

1.3  智慧校园的内涵 

对于智慧校园的内涵，国内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

解。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6]认为：智慧校园以面向

师生个体或群体的个性化服务为理念，能全面感知周边

物理环境，自动识别学习情境和个体特征，为师生提供

无缝的通信网络，对教学过程能开展有效的分析、评价

和智能决策，体现一种开放的教学环境和便利舒适的智

能生活环境。清华大学蒋东兴教授[7]认为：智慧校园应

具有高速互联泛在网络与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借助信息

技术能使团队协作更加便利，充分体现集体意识共生共

荣，实现内外部业务智慧融会贯通。 

综上，智慧校园是一种大数据时代下的校园服务

管理新模式。在此模式下，校园生活将变得更加周到；

学习科研将融合更多创新元素；校务治理也将更加准

确与科学。 

1.4  智慧校园的特点 

智慧校园作为传统教育模式的一种创新，有以下

5 个特点。 

1）智能化的环境感知和设备监控。智慧校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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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控制的数据装备非常普遍，每一个监控数据的装备

是一个感知器，各种信息可以随时被捕获并被采集、

传递给监控管理的终端。  

2）海量数据的智能统计。智慧校园可对系统中

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统计和智能推理，做出快速存

储、主动应对，对新到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来

辅助决策。 

3）网络信息服务无盲区。网络信息遍布智慧校

园的每个角落，通过这种高性能的网络服务，能够促

进老师和学生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4）师生个性化的主动服务。在智能信息服务平

台上，老师和学生将享受到与个人信息相匹配的个性

化推送，无用信息流将被减少，教学、生活以及学校

的管理都更为方便。 

5）多元化的访问渠道与手段。手机、平板电脑

等多种智能终端都可以访问智慧校园的信息门户，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电脑界面登陆，师生都能获取各自所

需的信息，建立起相关网络系统，体现一站式服务的

理念。 

2  据时代下的智慧校园与信息可视化设计 

2.1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概念 

作为计算机科学的新兴分支之一，信息可视化主

要是利用图形学技术，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大规模数

据。与传统的表达方式和交互技术不同，信息可视化

将数据信息和知识以视觉的形式予以表达，将纷杂的

信息最快呈现，让用户能迅速理解，继而加以思考。 

所谓信息，就是对任何事物（表格、图形、地图，

甚至包括文本在内，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加以

适当的组织整理。信息可视化则是为人们提供某种途

径，理解在其他形式的情况下不易发觉的事情。目前，

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信息可视化一般适用于大规模

非数字型信息资源的可视化表达[8]。 

2.2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特征 

当前人们所获得到的信息数量庞大且冗杂，所以

希望能够快速地掌握最新的信息。因此，信息可视化

设计呈现出如下特征： 

1）直观性。可视化设计的目的是使信息以直观

的方式，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研究表明，人

们对图形图像化信息的处理速度比抽象的文字信息

要快很多。 

2）实时性。发布在互联网中的信息比传统媒体

要更容易传播，运用信息可视化设计可以得到实时反

馈并方便及时更新。 

3）趣味性。通过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利用界

面中图形图像和色彩等元素，使新颖丰富、符合用户

心理的交互方式变得有趣味。 

4）交互性。智能化时代，机器学习技术迅猛发

展，人机交互方式也在逐步优化：用户通过触屏可以

选择自己想要查看的有关信息，系统也会为用户进行

个性化定制。通过信息可视化，用户与信息之间的双

向互动得以实现。 

2.3  大数据时代下的可视化设计应用案例  

随着大数据在人们工作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大数

据可视化也改变着人类的对信息的阅读和理解方式。从

百度迁徙到谷歌流感趋势，再到阿里云推出县域经济可

视化产品，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都功不可没。 

Munterbund 使用信息图形展现了书中文字的相

似性。这个项目根据词频等信息要素关联到扇形区域

的直径和弧度，以及控制气泡的面积。有一套非常复

杂的大数据筛选算法，见图 1。 

 

图 1  文字相似性的大数据可视化  
Fig.1 Data visualization of text similarity  

Andrew Vande Moere 通过对文章和资源的大数

据分析，呈现了可视化技术对大数据最美丽的方法和

进一步的参考资料，探讨了大数据可视化的审美及领

域中的前沿应用，见图 2。 

2.4  信息可视化设计对智慧校园建设的意义   

在建设智慧校园的进程中，信息可视化设计是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服务功能智能化最有

效的展现。其重点是利用可视化技术将校园的智慧应

用服务提升到一个新的层级，使得师生获得更为人性

化且安全可靠的智慧服务系统。 

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可视化技术开展二

次分析、计算、规整，从而使得数据形成一个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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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片与资源的关联性数据可视化 
Fig.2 Image and resource correlation data visualization 

形象的可视化结果，并辅以交互式的动态来呈现[9]。   

校园动态和学习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通过网络

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可以实现 24 h 全方位的数据

记录。可视化设计能将其中最有价值的关键数据整合

呈现出来，以最明了的方式全方位展现过往校园活动

信息，能让校园决策者更直观地了解多维度的可视化

数据，以便更高效地做出科学智慧的决策。 

3  智慧区域及智慧校园中信息可视化设计

的应用 

3.1  信息可视化设计在智慧区域中的应用案例 

信息可视化设计在城市的智慧区域中的很多应

用案例都值得思考和借鉴，此处介绍两个应用案例。 

1）智慧城市“实时新加坡” 

“实时新加坡”设计见图 3 和图 4，通过该可视化

设计，市民可以看到新加坡每天进出港信息、交通、

天气、出租车分布状况等。这种交互式的数据可视化

把各个维度的数据和基础框架都建立起来了，无论政

府还是个人用户，都能获取自己想要的数据信息。  

      

图 3  新加坡的巴士网络的时空格局  
Fig.3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bus network in 

Singapore 

图 4  局部放大图  
Fig.4 Partial magnification 

为了达到个人探索巴士站这个目的，一个交互式工

具已经被开发出来。它就像一个放大镜，可以非常详细

的探索新加坡的巴士网络的活动。透镜的几个属性可以

被修改，例如半径或放大率。该镜头可以过滤多种类型

的信，如公交车的线路号、乘客上车的数量等。 

2）欧洲智慧公民系统 Smart Citizen 

智慧公民系统见图 5 和图 6，是基于地理位置、上

网、免费的硬件和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和共享，建立人与

环境和城市之间更加有效的联系，并优化资源、技术、

服务和城市环境的事件。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与手机客户

端在该系统中实时查看所在区域的微气象、微环境信

息、事件信息及相关研究信息，还可在该平台上进行关

于任意主题的相关咨询以及观点交流。目前，它被部署

在欧洲大城市市中心区域，还属于初始阶段。 

3.2  信息可视化在智慧校园数据系统中的设计框架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设计基础是信息数据，要通过 

  

图 5  智慧公民系统网页端初步阶段在欧洲的部署情况颜

色越亮测试点越密集 
Fig.5 The initial deployment of the web page in Europe Smart 

Citizen 

电子设备与人工进行采集整理来达到最终的展现。本

框架开始由数据产生、数据采集、数据与决策处理、媒

介展示、受众 5 个层级组成。在特定校园环境的情况下，

可视化设计的应用对数据来源、产生者与最终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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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受众是基本相同的群体，都在这个校园生活、学

习、工作。中间加以数据采集、决策处理以及媒介展示

的过程，形成一个环状的结构。随着数据的不断增加以

及数据预测的加入，使得本结构趋于完善，从而形成一

个盘旋上升的立体环状结构，见图 7。 

本系统分为数据采集、决策处理和数据预测显示

部分，其中数据采集将以布点分布图为主，决策处理

部分会以阐述系统逻辑思路为主，而显示部分则会以

交互端的设计为主。 

3.3  信息可视化在智慧校园交互端的设计框架 

 信息可视化交互端的框架主要由网页端和手机

客户端的设计来呈现。交互端的设计框架主要包括可

视化结构设计、图形用户界面组件设计和任务驱动的

交互操作设计，见图 8。 

 视化结构设计是指能够被人有效处理的图形系 

 
图 6  智慧公民系统手机端目前还属于开发设计阶段  

Fig.6 Mobile phone terminal is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stage in Eurrope Smart Citizen   

 
图 7  可视化设计的应用环状结构 

Fig.7 Visual desig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ircular structure 

 

图 8  信息可视化的交互端设计框架 
Fig.8 Interactive design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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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般具有 3 个基本组成部分：图形空间、标记其

图形属性[10]。在建立智慧校园可视化结构的基础上，

需要将其进一步转化为教师学生使用界面上的相应

组件，方便大家实际的应用操作。用户利用智慧校园

的信息可视化系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便捷的交互方

式在海量数据中迅速有效地发现隐藏在抽象数据信

息内部的特征、模式、趋势和规律，为科学研究、决

策等提供依据。在实际应用中，智慧校园交互端产品

一般会有特定的操作任务，如用户会查看图书馆的空

余座位、运动场馆预定使用情况、食堂的就餐密集人

数和时间段等，这就也定了交互操作的设计需要具体

的任务流程进行。  

4  信息可视化设计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

用展望与对策 

4.1  信息可视化设计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用展望 

在未来，信息可视化设计不会仅满足于学校校园

内部的信息与数据的展示和人员的沟通，还可以打造

学校的不同校区以及各校之间联结的功能，促进校际

之间的联动。校际间的信息沟通非常重要，每个学校

都有自己的优势资源与优势学科，可以通过跨学校的

系统平台来实现知识的联动，更可以邀请知名企业政

府资源加入系统，让学校的资源发挥到极致。  

每个学校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子集自行管理，选

择可以分享的部分，每个系统中的用户都可以自行选

择需要了解的内容。通过这种跨学校、跨平台、跨行

业的整体系统为学校师生提供更好的智慧平台。  

4.2  信息可视化设计在智慧校园建设中的应用对策 

首先，智慧校园中师生的需求一定要放在信息可

视化设计的首位。通过对师生需求的调研结果来进行

设计，在满足师生需求的前提下，把技术和管理方案

综合考虑，构建和谐稳定、便捷安全、可持续发展的

智慧校园。 

其次，信息可视化在智慧校园中的设计系统终端

显示应当是多元的，包括网页端、用户操作更为方便

的手机移动端和及时有效的户外屏幕端等。通过这 3

种途径的结合，可以全方面且更有效率地让用户在校

园这个范围内所发生的以及所将要发生的信息与数

据。同时也让校园内原有的散布的各类屏幕与路牌有

了统一的形象与可读性强的信息传递。  

最后，为了让用户更频繁的使用智慧校园的可

视化设计系统，可以在其中加入用户自己的个性化

空间与简单的通讯录聊天等子系统，使得系统与用

户的结合更加紧密，增强用户对该设计的使用度和

依赖感。 

5  结语 

目前，国内的智慧校园大都还处在建设起步阶
段，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需要统筹规划、
分阶段实施、不断调整、持续优化。在大数据时代下，
利用好宝贵的数据资源，有效地利用可视化设计来建
设真正智慧的校园，对于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培养创
新人才、提高管理者科学决策、为广大师生提供更佳
智能方便的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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