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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是现阶段备受关注和重视的一大重点问题，大多数学生因为缺乏社会阅历因此危险感知能力、风
险评估能力和预警能力都普遍相对较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面临着较大的安全风险，而网络技术、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推广与普及为校园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新的思路和方法，论文也将目光集中于此，讨论了如

何利用智能化技术构建智慧校园，提高校园安全管理能力，更好地保障校园安全。

Abstract: Campus safety management is a major issue tha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t this stage, most students are lack of 
social experience, so their risk perception ability, risk assessment ability and early warning ability are generally relatively weak. 
In this context of students it is easy to make wrong judgment, facing greater security risk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rapid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for campus security problems solution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discusses how to us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build intelligent campus, improve the campus 
security management ability,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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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社会发展

和学生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则是

校园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但是就现阶段来看，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在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仍旧存在着较多的欠缺

和不足，智慧化自动化水平相对偏低，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

优化和调整，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完善无疑为校园安全管理优化

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和保障，相关院校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构

建智慧校园，提高校园安全管理能力，减少校园安全事故的

出现，保障校园安全。

2 人员安全管理
提及校园安全管理，监控系统优化是首要环节也是重点

环节，监控系统的建设可以实现动态实时监测，及时发现校

园当中的不安全因素，并加以解决，是强化校园安全管理的

重要措施。就现阶段来看，大多数院校都已经安装了电子监

控设备，但是监控的区域和监控的重点往往有所不同，电子

监控系统建设并不完善，还需要做出优化。一般情况下，结

合院校的各项工作需求，在校园监控系统建设和优化的过程

当中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如图 1 所示。

分层管理，明确主次矛盾和管理重点

定期综合评估做出相应调整

监控信息共享，提高时效性

图 1 校园管理中人员安全管理重点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央监控室的纽带作用，辐射整个

校园，建立起完善的校园安全防范体系。在校园监控系统建

设和优化的过程当中应当坚持网线和专线相结合、主控和分

控相结合、可视和红外相结合、管理和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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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满足不同时间段不同情况下的监控需求，

实现分层管理分区域管理。一般情况下，在校园监控系统建

设和优化的过程当中，可以从一级防范和二级防范两个角度

来展开分析做出相应的技术防范，这为了更好地监控学生流

动量相对较大的区域，及时的预警问题 [1]。例如，在校园的

路面、交叉口、楼梯、电梯、出入口等这些区域人流量相对

较大，属于安全问题频出的重点区域，因此需要重点防范，

列为一级防控区域，加强监控。除此之外，在校园教学楼、

实验楼、财务室等相关部门应当列为二级防范，也需要重点

监控，尤其是实验室和财务室，实验室在化学实验开展的过

程当中很容易会因为各种因素影响危及学生人身安全，而

财务安全问题同样也是校园安全管理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

容。在此之后，相关院校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次级监控 

区域 [2]。通过分级设置分层管理的方式，落实监控，有主有

次，避免监控区域过多过杂，导致在监控过程当中没有重点，

欠缺科学性有效性和准确性的问题出现，落实侦测、排查以

及预警、反应等相应工作。

其次，在监控系统建设和完善的过程当中需要汇总各时

间段各区域的安全参数，定期进行综合评估。一方面调整监

控级别，明确监控重点，因为在不同时期监控的需求以及监

控的侧重点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需要紧跟实际需求做出

针对性调节。另外一方面通过对各个区域各个时间段治安信

息的动态观察以及相应数据的有效分析可以落实针对性的

防范工作。

最后，监控系统的建立应当与网络系统相连接，这样可

以为监控数据的快速传达提供更多的帮助和保障，提高安全

管理的时效性与科学性 [3]。

3 固定资产安全管理
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在实践落实的过程当中除了需要考量

学生和教师的人身安全以外，固定资产的安全也是需要保障

的，作为教育工作实践落实的重要物质基础，固定资产的安

全管理对于各项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针对固定资产的安全管理，如图 2 所示，相关院校可以

从以下几点着手落实。

首先，需要引入智能感知系统，通过 RFID、二维码、

无线传感、视频监控等技术的有效应用。实时地采集校园当

中各项固定资产的状态信息，尤其是正在运行设备的信息。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障固定资产的财产安全，避免固定资

产丢失等现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监测相应机械设备的

状态信息可以及时地发现机械设备的故障问题，并及时地加

以处理，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物质损坏，也

可以较好地保障机械设备的使用安全 [4]。

其次，相关院校需要建立出相应的报警系统，设置限定

数值，根据不同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运行需求确立预警数

值，一旦设备运行过程当中数值超过了预警数值则及时地发

动预警，进而让相关工作人员及时地做出反应，对问题进行

有效处理，保证设施设备使用的安全性。

最后，还需要建立出相应的网络资源系统，连接感知系

统和信息输入系统以及预警系统，让相关教师和学生更好地

了解校园内部资源都有哪些，明确哪些资源可以用于教学或

学习当中，将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为教育工作赋能，为后续

其他业务开展提供更多的助力和保障 [5]。

数据资源
库

报警
系统

智能感
知系统

图 2 固定资产安全智能管理重点

4 服务安全管理
在大型院校尤其是高校当中学生的生活学习都是在学校

中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学生的生活需求，校园需要开

放各种设施以及场所，为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更多的便

捷 [6]，如超市物品购买、食堂餐饮以及校车服务等，这也是

智慧校园构建的主攻方向，同样也是安全管理工作实践落实

过程当中需要考量的重点问题，针对服务安全管理，可以从

以下几点着手做出优化和调整，合理应用智能化技术做出

调整。

首先，相关院校可以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脸 3D

信息绑定银行卡的方式，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的便捷。让

学生们在购买物品或是享受各种校园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更加高效，人脸识别系统作为一种身份识别系统，可以通过

有效地优化和调整兼容支付系统。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障

校园内部学生的人身安全，避免不法分子混入校园，做好人

员分流。另一方面，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可以更

加便捷，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7]。

其次，人脸识别系统在院校大多数服务和管理中都可以

实现大范围应用，但是考量到技术发展以及学生的安全问

题，人脸识别系统不能作为校园安全管理的唯一身份识别手

段，在大型考试或大型活动当中，为了更好地保障学生的人

身安全以及学生的合法权益，还需要引入其他身份识别方

式，更好地识别身份信息，例如在学费支付以及专业测试等

环节都需要在人脸识别的基础上引入能够代表个人身份的

证件，落实管理工作。

最后，考量到院校到主要工作内容包含教学、教研和管

理服务，在智慧校园构建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教育



7

资源共享平台、智慧教室录播课、在线教研、远程授课、校

园综合管理平台、智慧图书馆等相应的应用系统。这些应用

系统的建立，一方面是为各项业务的开展提供更多的便捷可

帮助 [8]。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系统的数据监测和实时监

控及时发现安全问题和安全隐患加以处理。通过信息共享的

方式，提高校园安全管理的时效性与科学性。

5 信息安全管理
因为教育需求以及学生考试需求，校园需要掌握学生的

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如果不加强管理造成信息泄露很容易

会危及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尤其是在以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构建智慧校园的过程中信息应用的频

率变得更高 [9]。这虽然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校园安全管理的

能力，便捷了校园工作的开展，提高校园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但是也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因此建立相应

的安全系统是十分必要的，相关院校需要重视起校园安保系

统的建设，如图 3 所示相关院校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展开。

责任机制
权设设定

图 3 信息安全管理要点

首先，校园需要确立出完善的责任机制，将责任落实到

人头，明确不同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向与

工作重点，让相关工作人员关注和重视学生个人信息以及校

园各项业务开展信息的保护，避免信息泄露或者是因为操作

不当导致的信息泄漏问题。

其次，相关院校在校园系统以及校园平台构建的过程当

中需要设置相应的信息库，并且明确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权

限，根据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向、工作重点以

及工作需求开放信息系统权限。例如，面向学生的信息查阅

权限则在应当是以园各项图书资源、实验器材资源信息为

主。而面向教师的则可以提供学生的学业信息以及学生的基

础信息，例如学生的年龄、学生在学习领域上获得的证书和

奖励等。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信

息参考与借鉴，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让各项工作

顺利落实与实践当中，同时也避免了信息资源过多过杂，导

致工作人员在收集整合的过程当中较为烦琐，需要花费的时

间相对较长 [10]。智慧校园总体架构如图 4 所示。

最后，考量到人员流动问题，校园对于各部门工作人员

开放的信息权限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或地域限制，一旦

工作人员登录设备超出了某一个物理范围或者是超出了时

间范围，工作人员则无法登录到相应的信息系统查阅信息，

进而更好的保障信息安全。

图 4 智慧校园架构总体示意图

6 结语
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提升可以为校园教育质量的提

高奠定良好的基础和保障，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智慧化技

术的融入可以通过构建智慧化校园的方式更好地提高安全管

理的时效性、科学性和针对性，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从人

员安全、固定资产安全、服务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多个角度

共同着手，构建智慧校园，提高校园安全管理的能力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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