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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

在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为顺应“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各地各校智慧课堂等信息化应用系统与安徽

教育管理公共平台和基础教育资源应用平台（以下简称省平台）

的互联互通，推进全省智慧学校建设，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坚持“五统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

统一平台、统一数据资源库）原则，以省平台为核心，实现市、

县、校智慧课堂等信息化应用系统（含已建系统，下同）与省平

台的系统互联、数据互通，全面助力全省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

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地市、区县、学校智慧课堂等信息化应用系统，

实现其与省平台帐号（简称账号，下同）、基础数据、资源、空

间、应用数据的互联互通。

3 互联互通架构

以省平台为核心，向上对接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向下联通地市、区县、学校智慧课堂等信息化应用系统，实现互

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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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遵循标准

遵循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

会制定的教育管理信息行业标准（ JY/T 1001—2012， JY/T

1002—2012，JY/T 1003—2012，JY/T 1004—2012，JY/T 1007—2012），

并结合《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技术规范》《安徽基础

教育信息化平台开发 API接口规范》《安徽教育管理公共平台和

资源应用平台技术规范》《安徽省普通中小学智慧学校建设标准》

制订本规范。

5 总体要求

5.1 帐号互通

通过 CAS单点登录、OAuth2.0 授权认证、ticket认证等方式，

实现与省平台的统一身份认证。教师、学生、学校、各级教育主

管部门统一采用省平台帐号登录智慧课堂等信息化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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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础数据互通

必须遵循省级基础数据标准，统一从省平台获取用户基础数

据。基础数据包含组织机构数据、用户数据、教学基础数据、区

域数据、数据关联关系数据 5个大类若干子类，并支持基于标准

规范进行扩展，从根本上保证数据的规范性、可交换性和互通性。

5.3 资源互通

必须与省平台统一资源元数据标准，必须和省平台进行资源

的无缝集成（用户在各地各校智慧课堂等需要用到资源的信息化

应用系统中可以直接检索、选择并调用省平台资源时，不经过任

何中转），实现省平台资源服务下沉。

5.4 空间互通

必须与省平台空间无缝衔接（用户在各地各校智慧课堂等信

息化应用系统中直接访问并获取省平台空间中的个人资源和信

息），使空间实现用户个人资源的存储、中转、系统信息推送及

个人之间的信息推送等。

5.5 应用数据互通

必须按照指定时间、指定频率，将指定数据推送到省平台，

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基础数据、应用活跃情况数据、应用中产生的

用户业务结果数据。构建全省教育信息化应用的科学评价体系，

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的数据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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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应用系统互联互通规范

6.1 智慧课堂系统

6.1.1帐号互通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1.2基础数据互通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1.3资源互通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1.4空间互通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1.5应用数据互通

（一）应用基础数据

1.推送频率：建成 1所推送 1次。

2.数据标准：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教学点名）、项目

名、设备类别（教师终端、学生终端、无线 AP、充电柜等）、设

备数量、设备品牌、设备型号、建成日期、集成商、运维商等。

其中项目名指建设智慧课堂的项目名称，如教学点智慧课堂、学

校自建或其它具有名称的项目，主要用于监管区分。

（二）应用总体数据

1.推送频率：按天推送，推送时间为晚上12 :00-次日早上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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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应用可不推送。

2.数据标准：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教学点名）、项目

名、年级、设备类别（教师终端或学生终端）、开机设备数量、

使用总时长等。

（三）教师应用情况数据

1.推送频率：按天推送，推送时间为晚上12 :00-次日早上5:00。

无应用可不推送。

2.数据标准：

（1）教师备课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教学

点名）、项目名、教师 ID、学科、查看资源条数、下载资源条数。

（2）预复习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教学点

名）、项目名、教师 ID、年级、学科、资源推送条数、学生参与

学习资源人数、学生学习资源总条数、学生学习资源总时长等）。

（3）课堂教学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教学

点名）、项目名、教师 ID、远程或本地（针对教学点智慧课堂项

目）、年级、学科、使用课时数、使用总时长、学生参与人数、

教师发出互动次数、学生参与互动人数、学生参与互动总次数、

师生互动总时长、教师拍照讲解次数、教师使用微课次数、教师

提问次数、教师设置投票次数、教师布置抢答次数、教师分组教

学次数、教师表扬次数、教师推送课堂作业次数、教师推送课堂

作业题数、学生参与课堂作业人数、学生完成作业总题数、学生

完成作业总时长等。

（4）课后作业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教学

点名）、项目名、教师 ID、远程或本地（针对教学点智慧课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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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年级、学科、教师布置作业次数、教师布置作业题数、学

生参与人数、学生完成作业总题数、学生完成作业总时长等。

（5）学生自主学习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

教学点名）、项目名、教师 ID、学生参与人数、学生学习总次数、

学生学习资源总条数、学生学习总时长等。

（四）学生应用情况数据

1.推送频率：按天推送，推送时间为晚上12 :00-次日早上9:00。

无应用可不推送。

2.数据标准：

（1）参与预复习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教

学点名）、项目名、学生 ID、学科、学生学习资源条数、学生学

习资源时长等。

（2）参与课堂教学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

教学点名）、项目名、学生 ID、远程或本地（针对教学点智慧课

堂项目）、学科、使用课时数、教师发出互动次数、学生参与互

动次数、教师推送课堂作业题数、学生完成作业题数、学生完成

作业时长、客观题答题正确率等。

（3）参与课后作业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

教学点名）、项目名、学生 ID、远程或本地（针对教学点智慧课

堂项目）、学科、教师布置作业题数、学生完成作业题数、学生

作业正确题数、学生完成作业时长、客观题答题正确率等。

（4）学生自主学习应用数据：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或

教学点名）、项目名、学生 ID、学生学习次数、学生学习资源条

数、学生学习时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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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2 学业评价系统

6.2.1账号互通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2.2基础数据互通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2.3空间互通

地市学业评价系统必须实现学业测评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学

生个人报告、班级学科报告、班级整体报告、学校整体报告、区

域学科报告、区域整体报告）、错题数据、推荐学习内容在空间

的统一推送。用户可以点击查看报告。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6.2.4应用数据互通

（一）应用活跃情况数据

1. 推送频率：每次测评阅卷结束后一天内推送。

2. 数据标准：市名、县区名、学校名、测评名称、测评时

间、参与学生人数等。以市、县区名或学校为单位组织的统一测

评，测评名称应统一。

（二）学生测评数据

1.推送频率：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学业评价考试结束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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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2.数据标准：学生 ID（学籍号）、考试名称（如 2018-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考试，高中学业评价考试等）、学科、分数、

分档（A、B、C、D、E）。

（三）学生测评错题数据

1.推送频率：每次测评阅卷结束后一天内推送。

2.数据标准：

（1）基础数据：组织考试的级别（市名、县区名或学校名）、

测评名称、原题、知识点（【测试双向细目表】中第三级知识点）、

满分、难度系数（难度=所有学生试卷总得分/总标准分）等。

（2）个人测评错题数据：学生 ID、错题、解题过程（主观

题作答图片）、得分等。

（四）向学生个人空间推送相应测评报告

1. 推送频率：每次测评结束后一天内推送。

2. 数据标准：

个人报告：包含学生考试原卷及单科等级分析、试卷错题解

析、知识点掌握情况等。

班级学科报告：包括概览（考试原卷、大小题得分、平均分、

最高分、优秀率、合格率、缺考学生名单）；学业等级分布（优

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各分档的分数区间、人数、占比及学生

名单）；需关注学生（大幅进步、大幅退步、临界生、波动生）；

高频错题（题号、题型、知识点、班级得分率、与年级差值、客

观题高频错误项）等；试卷分析整体难度、信度、区分度分析。

班级整体报告：多学科报告指标（各科目班级考试总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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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班级与校级平均分对比、班级总分分数段占比、班级优劣

势学科对比等）；单学科报告指标（概览、各分段人数、需关注

学生、高频错题等）；试卷解析（包括答题整体分析、小题分析、

知识点分析等）；班级学生成绩表。

学校整体报告：多学科报告指标（全科统计、平均分对比、

成绩分段对比、学科成绩对比、班级成绩对比、学业等级对比、

进线分析、临界生对比、优劣势学科对比、班次和校次进退步对

比等），单学科报告指标（单科统计、成绩分档对比、成绩分段

对比、班级成绩对比、学业等级分布等）。

区域学科报告：包括学科考试情况概述（实考人数、缺考人

数、平均分、最高分、最低分、差异系数等）、区域整体和分校

学业等级分布（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各分档的分数区间、

人数及占比）、分数分布形态、试卷质量分析（试题满分、试题

总数、难度、信度、区分度）、各学校单题质量分析、单科培优

情况、学业水平分段展示、各区县、学校名次段对比情况。

区域整体报告：包括区域整体和分校概览（实考人数、缺考

人数、平均分、最高分、最低分、差异系数等）；各学校科目统

计（平均分）、区域整体和分校学业等级分布（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各分档的分数区间、人数及占比）、分数分布形态、

学业水平分段展示、各区县、学校名次段对比情况。

详情参见：本文档第五章及安徽教育云开放平台

（http://open.ahjygl.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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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互联互通安全性能设计

7.1 内外部服务隔离

网关层将内部服务和外部调用隔离，隐藏内部服务数据，保

障服务的私密性和安全性。

7.2 客户端与服务低耦合

减少客户端与服务的耦合，服务可以独立发展，客户端调用

的服务通过网关映射完成，内部服务的变更只需要通过修改网关

定义即可，客户端不需要做任何变更；通过统一标准协议来整合

不同架构、不同语言、不同协议的服务资源，实现业务互联互通。

7.3 数据传输安全

对传输的数据进行非对称加密传输，为每个请求者提供不同

的加密密钥，防止被传输的数据被抓包偷窥，另外网关支持 http

和 https两种方案，可以在加密的基础上选择更加安全的传输方

式。

在 API接口调用传参过程中，采用数字签名机制，对请求参

数进行保护，防止参数被篡改。利用哈希算法以一个密钥和一个

消息为输入，生成一个消息摘要作为输出。

7.4 服务熔断设置

支持服务熔断设置，根据熔断规则和熔断执行自动执行熔断

策略，同时支持线上调试，确保服务的高效运转执行。

7.5 多接入接点集群能力

单节点在普能的服务器上，具备支持并发 1000，事务成功

率>99.99%，请求节点可以横向扩展实现集群响应客户端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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