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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能终端的校园教育互联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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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 园 教 育 互 联 系 统 ，是一个基于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应用，运用射频识别技术、无线通讯技术、网络通讯技 

术、云存储技术开发的，学生、家庭、学校、教师之间无缝联接沟通的全新运营模式的校园教育管理沟通系统平台，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校园信息智能化、家校沟通便捷化。该系统充分利用手机短信、定位、摄像头服务、R F ID 识别等功能， 

获取学生在校相关信息，并将其存储至云平台中，家长也可以登录终端应用系统，随时随地操纵相关硬件设备查询学 

生的在校信息，从而达到增强学校和家长之间联系，实现学校和家长更好沟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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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 te rn e t o f th in g s and m obile in te rn e t app lica tions ? campus education in te rconnection system  is a 

new mode o f com m unication p la tfo rm , w h ich uses rad io frequency id e n tific a tio n tech no lo g y, w ire less com m unication 

te ch n o lo g y ,n e tw o rk com m unication tech no lo g y, cloud storage techno logy deve lopm ent, and com m unicates stu d en ts, 

fa m ilie s? schools and teachers. I t realizes the rea l m eaning o f campus in fo rm a tio n in te llig e n ce, home school com m unica

tio n . T he system  th a t makes fu ll use o f m obile phone te x t messages ? p o s itio n in g, camera services ? R F ID  reco g n itio n and 

o th e r fu n c tio n s, gets studen t in fo rm a tio n in  school and stores th is in fo rm a tio n in  the cloud p la tfo rm . B y m an ipu la ting the 

re levan t hardw are devices? parents can log on the te rm in a l a p p lica tio n system , and check w ith  the studen t in fo rm a tio n in  

school a t any tim e ,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 f im p ro v in g the connection and b e tte r com m unication betw een the 

school and the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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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下的家庭结构中，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成员之一，家中 

父母和长辈时刻关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等问题[1]。孩子是否 

准时上学、课堂表现如何、学习成绩如何、放学后的内容安排 

等事项一直是家人关心的重点问题[2]，传统的模式是依靠电 

话、微信等形式实现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3]，采用这种即时 

通信的方式，若一方不在线，则无法获取联系，同时，由于师生 

比重较大[4]，教师无法实时地、一 对一地与家长进行详细信息 

描述。此外，教师也无法掌握学生放学之后的动态[5]。

基于此，学生、老师和家长之间还缺少一个便利、实用的 

信息沟通方式[6]，能够让家长对孩子能做到全面掌控、及时跟 

踪指导。基于此，创建一个通用的平台实现家庭-学校信息互 

通，及时沟通，考勤监督，对提升在校期间的安全系数是非常 

有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行业也将因为移 

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而发生颠覆性的改变，相关的校 

园教育互联软件层出不穷，美国教育类通讯软件R e m in d成 

功地吸引了大量的老师和学生用户[7]，R e m in d目前有约150

万的老师和2350万学生用户及家长用户，迅速窜红成为当前 

美国 K 1 2的典范M ，由 R emind 的发展历程来看，家校互动在 

中学及以下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9]。

反观中国的家校互动产品，基于幼儿园应用的家园互动 

平台却发展得更具特色[1°]，而针对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更多 

时候教师倾于与家长寻求沟通解决问题，这就导致了中国的 

校园教育互联系统由“家庭与学校”变成了“家长与教师”的互 

动系统[11]，这件事制约了 A P P 的发展。“加快教育信息化建 

设”在 2010年《中长期发展》才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互联网+ ”战略的重要思想，可以看出当前 

政府对教育信息化推进的高度重视[12]，这也是近两年校园_ 

家庭互动类产品受市场关注的重要原因。

目前，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家长不能 

对孩子教育进行及时的了解，难以做到时刻关注，导致了教师 

和家长的共同教育协作几乎没有[13]，这种需求决定了中国的 

校园教育互联类产品从根本上要解决的问题是搭建“心灵陪 

伴”的桥梁，即在中国，此类产品的核心在于解决沟通问题，而 

并非依靠技术本身[14]。

在中国，不计其数勤奋又严苛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

本文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51363103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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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的校园教育互联类产品在形态和内容上不得不考虑将 

家长作为“教育相关者”的首要角色，因此家长端用户的需求 

自始至终都是产品形态上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目前，整个校园教育互联领域的市场占比刚刚临近5 % ， 

产品用户的占比非常低，产品竞争空间和用户的开发潜力巨 

大，发展也理当更受期待。

本文介绍的校园教育互联系统将新兴的有源R F ID 无线 

识别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技术引 

入校园，在家庭和学校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为家长提供方 

便、快捷地了解子女状况的信息平台，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紧密连接在一起，为学校提供了与家长沟通的有效平台。

2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框架的设计

作为现代化的信息管理与交互平台，智慧教育互联系统 

将学生、教师、家长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各类用户的消息可通 

过终端设备上传至云平台，硬件设备采集的数据可通过无线 

网络提交到云平台，由云平台进行二次转发，系统框架如图1 

所示。

图 1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框架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集云服务、物联网通讯技术、移动应用 

开发技术、射频识别技术于一体，具有运维效率高、师生沟通 

迅速、数据共享便捷、功能齐全等优势。此系统主要由以下几 

部分构成，系统分层结构图如图2所示。

I
控制层 GPS定 位 RFID阅读摄像头控制环境数据获取短信发送

用户。

(2) 控制层

控制层由相关传感器、R F ID 阅读器和主控制器构成，主 

要进行信息采集工作。

(3) 终端应用系统

此系统主要包含移动应用程序（A n d ro id ，iO S A P P )和 

P C 端程序，它是网络层与用户之间的接口，通过与网络层之 

间的数据传输，以 W eb，A P P 等形式将信息内容呈现给终端 

用户。

3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网络层的设计

作为此系统上下层之间的接口，网络层中使用云平台替 

代传统的P C 机服务器端。此时可将云平台看作是上位机， 

用于完成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与终端应用系统之间的消 

息推送。

3 . 1 云平台设计方案

由于目前对于云平台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云存储的 

形式并不复杂，因此系统采用公共云进行网络层的设计，保证 

功能的齐全和使用过程的灵活性。

根据云计算过程中面向对象的需求不同，云计算服务可 

分为 3 层：Ia a S (In fra s tru c tu re  as a S ervice，基础设施即服 

务），P aaS (P la tfo rm  as a S ervice，平台即服务），S aaS (S oftw are 

as a S ervice，软件即服务）。智慧教育互联系统的主要服务对 

象是教师、家长、学生，通过对象的移动终端获取服务，因此， 

基于云平台的网络层主要采用面向移动应用的SaaS模式，为 

终端系统的开发提供后台的云服务。

SaaS包括提供存储、托管环境等功能，也包括提供推送 

等通行后端技术能力，是软件开发向云端迁移和常用资源向 

独立 A P I过渡的自然产物。它将所需的资源汇集、分类，使 

开发者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开发，无需单独从网络上收集。 

其结构设计如图3所示。

查看消息 发送消息 环境数据 电子标签信息

地理位置

H
| TCP/IP | | SQLServer | | Java开 发 环 境 |

| Socket通信 | | API 接口 ]

H

云计算 集群控制 节点控制 分布式存储

主机 网络 |存储器 KVM虚拟化

图 2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分层结构图 图 3 基于云平台的网络层结构

(1)网络层

网络层主要由云平台和移动通信系统构成。

其中，云平台采用SaaS模式，提供统一的信息推送服务， 

与上层应用程序的类型和在线与否无关，均可获取最快线路 

的消息推送。此外，网络层还提供信息沟通与存储服务。任 

何新消息、新邮件、新配置均将使用P U S H 机制推送至上层 

应用程序。

移动通信系统则是云平台与控制层的衔接者，它通过网 

络获取控制层的消息，采集硬件设备的相关指令，完成信息的 

分析与存储，在达到警戒边缘时，及时推送警戒消息给指定

3 . 2 移动通信设计方案

目前，云平台与移动终端的通信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 

S o cke t通信和A P I接口通信。由于使用A P I接口通信流程 

清晰，各种封装后的流行框架可极大地简化通信的流程，基于 

此，本系统采用的是A P I接口通信的方式。

此时，云平台作为服务器端，为每一个移动终端发布一个 

使用 Ja va S c rip t编写的基于服务的R E S T A P I，A P I包含数据 

读取方法和发送方法，通过统一的模型，复用 A P I中的方法， 

简化了与终端设备通信的编程流程。其他终端(例如P C、手 

机、平板等设备)可以通过发布的A P I实现对传感器等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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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操作和监测，而且本地的设备无论是否在线都可以在 

云平台的服务器上实现信息交互。

4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控制层的设计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的控制层具备一个特点，即快速有效 

地获取学习情况、周边环境等相关信息，并将这些数据反馈给

1字节 

消息类型

1字节 

编码

2字节

有效载荷长度

前导码 头部 有效载荷 结束码 CRC-16
1字节 4 字节 脾 节 1字节 2字节

图 5 RFID标签信息格式

网络层。

作为一种实时、高效的解决方案，控制层采用的是模块化 

的设计思想，其硬件结构如图4 所示，主要分为3 个部分:主 

控制器、采集模块和R F ID 阅读器。

图 4 控制层硬件结构图

(1) 主控制器

主控制器选用可跨平台的A V R 单片机 A rd u in o U N O  

开发板。它采用 A tm e ga328作为处理器，是一款灵活、方便 

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连接资源较丰富，各类资源均可以与 

A rd u in o 完成输入输出操作或连接控制，除此之外，还可以实 

现多人交互。在控制层中利用A rd u in o 开发板完成传感器数 

据的采集与指令的分发、R F ID 系统数据的后期处理操作，并 

为上位机提供显示的数据。

(2) 采集模块

采集模块主要涵盖相关传感器、继电器、摄像头、G P S模 

块等硬件设备，主要用于完成环境数据的采集与控制、环境报 

警、远程调取摄像头内容、地理位置定位等功能。

(3) R F ID 阅读器

在校园内部设置特定通道，通道内安装封装好的R F ID  

阅读器，每位学生随身携带一张R F ID 卡片（阅读器配套电子 

标签），可以利用贴片的形式将卡片置于手机内部，当学生在 

可读范围内出现时，阅读器识别卡片内部信息，记录当前时 

间，并将这些信息上传至主控制器中，而后进行相关的数据整 

理操作，再传递这些数据至云平台服务器。

R F ID 阅读器在控制层使用E T A G ~R 530超 高 频 R F ID  

阅读模块，采用 im p in j R 2000模块设计，利用无线电信号来检 

测指定区域范围内电子标签的信息和数量，可同时识别1〇〇 

张以上标签，在此基础上，采用内置防碰撞检测，实现快速反 

馈信息至主控制器中。

此模块符合 IS O 18000-6B/6C 协议，可完成电子标签超 

高频、多重信息的读取，通过指定标签与阅读器之间的端口， 

现实较广距离的标签识别。电子标签内部的信息利用串口进 

行有效读取，即 O xB B为头部信息，0x7E 为末尾信息。为实 

现快速读取，在保证信号准确的同时，可预先对信号数据段进 

行规划，按需获取所需的字段。图 5 为从 R F ID 标签获取的 

fe 息标准格式。

(4)与网络层之间的接口

为实现数据上传与指令的快速传输，本文通过无线路由 

器 创 建 W IF I网络，此 方 案 选 用 了 流 行 的 T P L IN K T L - 

W R 840N 无线路由器，并将其配置成客户端，此时，将无线路 

由器作为控制层与网络层信息传输的沟通桥梁。图 6描述了 

控制层与网络层之间通讯的形式。

 ̂nr/ ^  4&

建立TCP连接，

传输数据

c, 发出控制指令  ^
Arduino UNO ) U

3 获取釆集数据

HTTP连接，Post数据

相关传感器

图 6 控制层与网络层的通讯形式

主控制器与网络层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基于T C P 协议实 

现的。在使用套接字（S ocket)时，需要按照以下流程建立连 

接:服务器监听、客户端请求、连接确认。而采集模块中数据 

上传到云平台的过程通过H T T P 中的P o s t方法实现。

此外，当出现紧急情况需要给终端发送消息时，利用 

G P R S模块传送短消息至指定用户的终端中。

5 智慧教育互联系统终端应用系统的设计

此系统通过将与学生相关的几类信息(学生信息、教师信 

息、课程信息、作业信息、通知信息、请假信息、成绩信息、出勤 

信息)用于不同使用者来展现不同的功能，从而实现教育互 

联，通过这个平台，教师可以很便捷地进行一对多的信息传 

递，家长则可以轻松获取学生的在校信息，让教师能够减轻工 

作负担，让家长能够关注学生的在校情况。

作为与用户联系最紧密的部分，终端应用系统主要由3 

部分构成:A n d ro id 客户端、iO S 客户端和 P C 端。三者之间 

完全独立、互不干扰，它们均可作为终端接收同步数据，用户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不同的终端设备。

终端应用从不同种类客户的角度出发，设计交互界面，开 

发相关的功能，操作简便，用户无需具备专业编程知识与数据 

库知识，只要会操作浏览器或智能手机，就可将指定信息推送 

至相关终端，易于上手与维护。页面设计生动活泼，每个账号 

绑定手机号码，教师、家长、学生进入平台后看到的界面均有 

所不同，教师界面突出软件的功能丰富、管理方便，家长界面 

突出信息的一目了然，学生界面生动活泼、操作简单。

图 7 为终端应用系统结构图，其按照角色介绍了终端应 

用的主要功能。

(1)教师角色

教师通过终端应用发送消息，消息类型主要包括成绩、作 

业、通知、校园动态等内容，此外，可在线批改学生提交的作 

业，并反馈结果。对于家长给出的请假信息，给予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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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终端系统功能结构图

A n d ro id 客户端是基于 A n d ro id 4. 0 开发的一款手机 

A P P，使用轮播图展示校园最新动态，课程信息、成绩查询、相 

关通告和个人中心分别用F ra g m e n t实现，利用 R e tro fit框架 

接收来自R E S T A P I的数据，完成数据解析，并将其展示在 

A P P 中。

iO S 客户端采用S w ift语言作为开发语言，使用 T abB ar- 

C o n tro lle r来展现基本功能，利用公共云平台提供的云存储、 

IM 服务来实现数据库存储、文件存储、即时通讯等功能。 iO S 

客户端首页界面如图8 所示。

图 8 iO S客户端首页界面

手机客户端需要网络环境连接云平台才能使用，前端平 

台不涉及任何存取操作，不存在安全问题，后端云存储服务就

(2) 家长角色

登录成功后，进入首页，家长可以接收并查看考勤、成绩、 

作业及通知，如果当前有新的消息，旁边有小红点显示，点击 

即可以查看详情。家长可以查看学生的具体地理位置，也可 

以利用此系统完成学生的请假。

(3) 学生角色

通过终端，学生可在第一时间查看教师发布的作业和通 

知，并按时完成作业上传。

任何角色均可以进入用户中心，以查看个人基本信息、修 

改密码、反馈意见。

系―统…

必须具有安全的数据读取存储能力。因此与此相关的数据存 

储和即时通讯功能的实现将会成为本系统的难点之一。

P C 端使用Q t进行界面开发与功能实现，由于 Q t独有 

的跨平台性与可移植特性，P C 端程序也可置于A R M 等其他 

平台编译执行。

结 束 语 “教育互联”在教育行业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 

题，但是在新兴的云存储+ 移动终端方向上，此类产品还处于 

刚起步阶段，本文设计了一个以教育为支点、学生为纽带的校 

园教育互联系统，实现了学校、家庭和老师之间快捷、实时地 

沟通，集计算机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无线通讯技术和考勤 

信息化技术于一体的现代信息化校园管理系统，使教育的空 

间与时间都得到扩展和延伸，增强了学校的安全保障系数，节 

省了时间，提高了学习、工作效率。

后续研究工作将进一步着手于各类用户的体验感，将逐 

步增加在线学习、在线考试、作业重复率检测等功能，让用户 

享受高效的学习和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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