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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 c Ms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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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纪
,

21 世纪

的教育必须适应信息化社会对教育的需求
。

为此
,

世界各

国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

重新调整教

育目标
,

制定教育改革方案
,

加快推进高校信息化建设
。

近年来我国也非常重视高校信息化
,

特别是教育部在
“

面

向 2 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

中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推进

教育改革
。

处于教育金字塔顶端的高校
,

由于其研究性

强
、

资源丰富
、

机构复杂
、

师生众多
,

一直就是教育信息化

进程的重中之重和排头兵
。

而且高校信息化的建设对于

中小学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具有示范
、

辐射
、

孵化等作用
。

正是因为高校信息化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

它一般都是分

层次逐步实施推进的
。

一
、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层次

1
.

硬件网络基础设施
。

这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

2
.

基本网络信息服务
,

这些有
:

域名系统
、

电子邮件

系统
、

F T P 系统
、

目录服务系统
、

安全服务系统
、

流量计费

管理系统等
。

3
.

校务管理系统建设
。

这些有
:

校园一卡通
、

办公 自

动化
、

教务信息管理
、

学籍管理
、

后勤服务
、

招生管理
、

就

业服务管理
、

等等
。

这个层次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学校

的具体情况设计出结构优良的数据库
,

方便将来的扩展

和标准化
。

4
.

信息资源系统建设
。

这些有
:

教学资源建设
、

信息

查询
、

数字图书馆
、

决策支持系统
、

B sB
、

lB go
、

w iik 等等
。

这个层次的建设更应重视利用现有的运用成熟的方案和

已经制定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

以降低建设成本和提

高资源共享的水平
。

根据南国农先生的
“

路
、

车
、

货
”

的比喻
,

以上的第一

和第二项应处于
“

路
”

的层次
,

第三项处于
“

车
”

的层次
,

第

四项处于
“

货
”

的层次
。

当然
,

什么样的
“

车
”

才能拉什么样

的
“

货
” ,

所 以
“

车
” 、 “

货
”

两个层次的建设应该通盘考虑
,

系统规划
。

设与应用水平调查
”

得出的结果如下
:

( 1) 超过 92 %的高

校已建校园网
。

( 2 )超过 60 %的高校拥有千兆主干网
。

( 3)

平均每所学校接人 3 665 台计算机
。

( 4) IT 与教育整合度

提高
。

( 5 ) 软环境安全隐患凸现
。

( 6 ) 信息化投资平稳增

加
。

这表明我国高校信息化的硬件建设成果显著
,

但公布

的结果中同样也指出
:

目前高校提供在线学分课程的高

校仅有 巧 1%等
。

这表明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大多还是停留

在
“

路
”

的层次上
。

另外我 国高校信息化建设中也存在着一些显而易

见
、

不容忽视的问题
。

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

( l)

建设成本和管理方面
: ①盲目投资

,

一哄而上
。

②内部建

设
, “

军阀割据
” 。

③耗资巨大
,

难以为继
。

这里的原因主要

有
:

意识问题
、

体制问题
、

标准问题
。

( 2 )使用体验方面
: ①

系统之间各自孤立
、

数据分散
。

②频繁切换用户名和密

码
,

不能做到单点登录
。

③安全性缺乏统一管理
。

总的来说
:
目前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已处于

“

车
” 、 “

货
”

的层次
,

但由于信息化建设的评价激励体制的

不完善
,

高校将有限的资源投人到
“

路
”

的建设上 了
,

而且

有些盲目和浪费
,

导致
“

车
” 、 “

货
”

层次建设后继无力 ;并

由于管理不力
,

条块分割
,

后期建设收益不大
。

二
、

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现状

200 5 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的
“

高校信息化建

三
、

开源 c M S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

1
.

什么是开源 C M S

C M S ( C
o n t e nt M a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 )是一种软件或程序
,

它能够使得内容的创建
、

发布
、

修改
、

存档
、

删除自动化
,

减轻内容维护者的负担
,

使普通用户能够轻松维护内容 ;

它一般包括发布
、

格式管理
、

修改
、

索引和检索等工具 ;它

同时是很多信息 (包括文本
、

图像
、

音频
、

视频等 )的存储

库
,

各种信息结构化地存人数据库
,

并能以多种方式发

布 ;另外
,

C M s 大多将页面呈现和内容分开
,

以便更好地

适应内容的更新和页面的变化
。

由于当前网络中平台的

多样性
,

采用 CS/ (客户端 用及务器 )结构的部署方案成本

较高
,

所以现在的 CM S大多采用的都是 B /(S 浏览器 / 服

务器 )结构
。

所谓开放源代码软件就是在开放源代码许可证下发

布的软件
,

以保障软件用户 自由使用及接触源代码的权

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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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软件设施
,

这对于高校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有着

长远的意义
。

( 5 ) 在自身权限管理等核心架构上
,

提供了统一的

扩展接口

C M S 软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P ort al ( 翻译为
“

人 口
”

或者
“

门户
”

)
,

它是寄存于 CM S 中的一个站点的相

关数据
,

现在的 CM S大多具备提供寄存多站点的功能
,

这

些站点都基于同一代码库
,

含有不同的信息
,

在运行时根

据用户请求的 U R L访问相应的代码以呈现不同的信息
。

c M s 的这种架构方式使得它的扩展性非常强大
,

可以装

载和卸载各种功能模块
。

因为每个高校在信息化建设方

面都有 自己的一些特殊的需求
,

需要开发一些个性化模

块
,

此时只需遵守 C M S 的扩展接 口 标准
,

直接利用 CMS
中的一些核心模块和内建功能

,

减少开发成本
,

而且还能

和 CM S 系统中其他的模块相互整合
,

形成 +1 >1 2 的系统

效应
。

( 6) 可以为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资源库提供一个契

机和平台

前几年
,

国家信息化标准委员会已经制定出了一系

列的标准
,

但是目前市场上还未形成比较有规模的产品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因为大家按照这个标准做出的产品未

能被广泛地接受
。

如果高校能够普遍采用 C M S
,

那么在此

平台上来整合符合标准的资源库
,

就会事半功倍
。

根据以上的介绍
,

可以总结出开源 C M S在高校信息

化建设中的应用框图和问题解决框图
:

校校园园园 办公公公 数字字字 决策支支支 教学学
一一卡通通通 自动化化化 图书馆馆馆 持系统统统 资源库库

PPP o r
alt

s :::

资资源库
、

x 人 I L 模块
、

新闻模块
、

BB S
、

lB og
、

W i k
、

日历 … ……

到刽剥阿刻州纠鲁引、

C M S核心模块

门忿s的用户权限系统

利
。

这同时也保障了用户 自行修改
、

复制以及再分发的权

利 (这些权利部分或者全部许可 )
。

CM S 是内容管理系统
,

所以它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

的应用是处在前面所述的第四层
,

也就是
“

货
”

的层次
。

而

这一点也正是当前我国高校欠缺的地方
,

并且这个层次

的通用性较强
,

需要建设的模块很多
,

投资也比较大
。

CM S

正可以在这一层大显身手
。

2
.

开源 C M S 的主要特点和功能评介

( 1) 免费使用
,

维护费用低
,

节省大量资金

开源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免费使用
,

这对于我

国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资金的短缺的意义非常

大
。

另外
,

内容管理系统实现了管理和被管理的内容之间

的分离
,

极大地方便了内容的增加
、

删除
、

修改等维护操

作
,

而且对于新内容模块的引人以及原有内容模块结构

的变更也能快速适应
。

( 2 ) 提供统一的用户权限管理

用户权限的管理主要涉及到两大方面问题
:

一是行

政职能划分问题
,

二是安全问题
。

目前我国高校的行政体

制都比较复杂
,

和政府部门类似
,

效率不是很高
。

由于这

里面牵涉到体制不够优化
、

部门利益等问题
,

改革难度很

大
。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
:

从技术途径上寻找突

破口以解决部分问题
。

如果能够在全校部署一个 CM S
,

它

能提供统一的权限管理
,

使得办事流程不得不纳人正规

化
,

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条块分割
、

重复建设等问

题
。

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安全问题一直凸显
,

网站被

黑的事情时有发生
,

B B S 上常有一些学生说如何很轻松

地就攻破了他们学校的网站和数据库系统
。
C M S 也能很

大程度上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

它提供统一的严格的用户

权限管理
,

提供了一个底层的安全接 口
,

省去了开发过程

中特别需要费神考虑而又常常疏忽的安全问题
。

另外因

为统一的权限管理
,

用户可以享受到
“

单点登录
、

一站式

服务
” ,

这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用户体验
,

使得 CM S 推广起

来更容易
。

( 3) C M S 系统提供了一些通用性很强的核心模块

这些有扩展模块管理
、

用户导航管理
、

数据库管理

等
,

这有利于快速架站
。

比如要建立一个高校就业服务站

点
,

首先进人后台管理
,

按照向导一步步指定站点的标

题
、

搜索引擎的描述
、

用户欢迎词
、

oL go
、

背景和皮肤
、

页面

布局
,

到这一步基本上是完成了站点的页面设计
,

下一步

就是将各个功能模块 ( 比如
:

新闻公告模块
、

招聘信息模

块
、

用户登录模块
、

友情链接模块等 )拖放到相应的页面

元素中
,

这样在十几分钟内一个站点就搭建好了
。

( 4) C M S 系统一般都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内建功能
,

如
:

新闻管理
、

B BS
、

lB og
、

W iik 和个人主页
、

强大的站内搜

索等
。

这些功能提供了知识管理
、

组织学习和工作流运转

C M S核心数据库

图 1 开源 c M s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框图

开开源软件节省资金金金 耗资 巨大
,

难以 为继继 建设成本本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管理理统统一管理和分权管理理理 内部建设
, “
军阀割据

”””

基基于 国家标准建设资源源源 系统之间孤立
、

数据分散散 使用体验验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安全全单单点登录
、

访 问权限管理理理 频繁切换用户
、

妥全漏洞洞洞

图 2 开源 c M S 对高校信息化建设问题的解决

四
、

结束语

当前我国高校信息化正在稳步前进
,

开源 CM S 有着

广阔的应用天地
。

但是这个应用才刚刚起步
,

需要更多的

概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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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与其中
,

尤其是一些二次开发的工程
,

大家群策群力
,

为国家的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

让
“

车
”

更快
,

让
“

货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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