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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在高职院校中的应用① 
杨仁怀, 郎川萍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工程系, 成都 611130) 

摘 要: 以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主要讨论了高职院校信息化现状、建设数据仓库的基本策略、确定数据

仓库的主题、数据仓库的粒度、选择数据仓库模型等. 基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建设现状, 由数据集市

开始, 采用“自底向上”的策略建设数据仓库, 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最后使用 OLAP 对学生成绩和收费数据进行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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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urrent college IT construction in Sich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strategies, objectives, granularity and model of deploying a data warehouse. First it begins with Data 

Mart; this paper presents a good practice of building a data warehouse with the strategy of bottom to top. finally, it uses 

OLAP to analyze students' score and charge data. 

Key word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data warehouse; OLAP; construction 

 

 

“数据仓库”这一概念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被

誉为 “数据仓库之父”的 W.H.Inmon 在 1990 年出版的

《Building the Data Warehouse》一书中对数据仓库的

定义是大家最为广泛接受的, 即数据仓库是 “面向主

题的、集成的、随时间变化的、不容易丢失的数据集

合, 支持管理部门的决策过程[1]. 近几年来, 数据仓库

在许多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例如零售、金融、制造、

交通、电信、保险和医疗健康等行业. 但数据仓库在

教育行业的应用相对较少.  

本文以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研究对象, 分析

了高职院校信息化现状, 讨论了在高职院校建设数据

仓库的基本策略以及相关内容.  

 

1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现状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第二批国家示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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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校, 其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全省高职院校的前列, 

目前已建成了多个应用系统, 如: 教务管理系统、收费

系统、学生工作管理系统、图书管理系统等应用系统. 

这些应用系统在日常的业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提

高了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学院的管理水平. 但是, 由于

这些系统是在不同时期购买或开发的, 系统与系统之

间没有统一的接口和标准, 系统与系统之间没有共享

数据, 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多个应用系统之间重复采

集数据现象严重, 产生了严重的数据不一致.  

现行的应用系统无法满足决策分析的需要. 决策

分析通常所需的是面向主题的高层次的汇总数据, 其

数据往往来源于多个应用系统, 由于信息孤岛的存在, 

导致了决策分析难以实现; 历史的数据（例如一年前

的数据）往往没有在业务系统中备份, 导致宏观分析、

决策分析、长期历史分析难度很大. 因此需要使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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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仓库技术, 将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汇集在一起.  

 

2 建设数据仓库的基本策略 
根据数据仓库中所存储的数据和其所面向的主

题, 从结构上来讲, 数据仓库主要有三种模型: 企业

级数据仓库、数据集市和虚拟数据仓库[2]. 企业级数据

仓库是指从整个企业的角度来考虑数据仓库的实施, 

采用的是 “自顶向下”[3]的方法; 数据集市是指面向某

一个部门或特定的主题开始构建数据仓库, 是一种特

殊形式的数据仓库, 随着主题的增加, 逐渐涵盖整个

企业, 采用的是 “自底向上”的方法; 虚拟数据仓库是

利用中间件技术把分散在不同应用系统中最重要的数

据集中到数据中心, 应用系统通过数据中心提供的

Web service 访问其他业务系统. 

企业级的数据仓库, 投资大、建设周期长, 回报也

慢; 虚拟数据仓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仓库, 其能

有效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但还是不能满足决策分析的

需要; 数据集市采用 “自底向上”的方法, 投资相对较

少, 建设周期较短, 其缺点是, 当增加新的主题时, 可

能带来较多的数据冗余. 结合四川交通职业学院的信

息化现状, 要把全部的数据统一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用户对数据仓库的需求也不是非常明确, 因此采

用数据集市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3 确定主题 
目前学院决策层最希望了解学生成绩和学费两方

面的信息, 因此以教务管理系统和学生收费系统数据

位基础, 定义成绩和学费两个主题, 以后再逐步扩展. 

围绕每一个主题定义事实表和维度表. 主题主要信息

描述如表 1 所示. 成绩和学费主题可以共用学生信息.  

表 1 主题信息表述表 

主题 主要属性 

成绩 

学生信息：学号、姓名、班级、专业、系部 

课程信息：课程编号、课程名称、授课教师、开课时间等 

成绩信息：分数等 

学费 
学生信息：学号、姓名、班级、专业、系部 

缴费信息：实缴学费、应缴学费、缴费时间等 

 

4 确定粒度 
粒度是指数据仓库的数据单位中保存数据的细化

或综合程度的级别, 数据越详细, 粒度就越小, 级别

也就越低; 数据综合度越高, 粒度就越大, 级别也就

越高[4]. 粒度会影响数据仓库逻辑结构的设计、数据存

储和最终的分析效果. 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实

际情况来看, 数据量不是特别大, 因此粒度设计应遵

循“最小粒度原则”[4]. 成绩信息和学费信息在教务管

理系统和收费系统中记录到每一学期, 而目前针对成

绩和学费的数据综合统计有分年度聚合和分学期聚

合, 因此时间的最小粒度应为学期.  

 

5 数据仓库逻辑模型设计 
5.1 星型架构 

星型架构中有两种类型的表: 事实表和维度表. 

事实表用来存放度量, 维度表用来存放维度. 事实表

和多个维度表通过主外键关系连接而成, 维度表与维

度表之间没有关系. 事实表是整个星型架构的核心, 

它包含了事实数据和维度表的关键字.  

5.2 雪花型架构 

雪花型架构使用层次结构的方式存储维度, 每一

层都存储在单独的维度表中, 这些维度表的连接方式

类似于雪花的形式, 因此叫雪花型架构. 通常情况下, 

雪花型架构具有关系数据库设计的所有优点, 雪花型

架构会将维度表规范化到第三范式[5], 减少了数据的

冗余, 提高了数据的存储效率. 但是雪花型架构的不

足之处在于, 当在层次结构的较上层进行聚合时, 需

要较多的表连接, 通常数据仓库中的数据都比较多, 

这可能导致性能的下降. 同时, 如果用户想要看到底

层之上的维度时, 都需要进行临时聚合计算, 如果数

据仓库中的维度较多或者维度有很多成员时, 也会耗

费较多的时间.  

5.3 逻辑模型设计 

数据仓库包含两方面的主题, 因此需要建立两个

事实表, 成绩事实表和学费事实表. 成绩事实表包含

如下数据: 学号、学生所在班级编号、课程编号、时

间编号、教师编号和成绩, 其中, 成绩作为度量值. 学

费事实表包含如下数据: 学号、学生所在班级编号、

时间编号、应缴学费和实缴学费, 其中应缴学费和实

缴学费是度量值.  

数据仓库还应该包含以下维度表: 时间维度表、

学生维度表、部门维度、教师维度和课程维度. 时间

维度包含学年和学期; 学生维度包含学号、姓名、性

别、所在班级编号和入学时间; 班级维度包含班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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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班级名称和班级所在专业编号; 专业维度包含专

业编号、专业名称以及专业所在系别编号; 部门维度

包含部门编号和部门名称; 课程维度包含课程代码和

课程名称; 教师维度包含教师编号、教师姓名、教师

性别. 其中班级维度、专业维度和系别维度比较特殊, 

在做分析的时候, 经常需要从系的层面下钻到专业层

面, 再从专业层面下钻到班级甚至下钻到学生, 或者

再反过来依次上钻, 因此数据仓库采用了雪花型架构. 

数据仓库逻辑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据仓库逻辑模型 

 

6 加载数据到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建立好以后, 需要使用 ETL 工具将教务

系统和收费系统中的数据加载到数据仓库. 但是这些

数据可能有错误, 为了提高进入数据仓库中数据的质

量, 需要将数据进行预处理才能加载到数据仓库中, 

因此最为关键的就是对数据进行清洗.  

在教务管理系统中, 数据质量问题主要是有部分

课程的授课内容相同, 在不同年级开设, 分别有不同

的名称. 如计算机系大一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程序 

 
图 2 清洗课程名称示例 

设计基础》存在《程序设计基础 4》、《程序设计基础 6》

以及《程序设计基础与编程逻辑》等多个课程名称, 需

要将课程名称都统一成为《程序设计基础》. 首先使

用条件性拆分组件对数据进行拆分, 将课程名称为

《程序设计基础》的数据进行拆分, 流程如图 2 所示.  

   

7 基于数据仓库的OLAP分析 
7.1 学生学年学期平均成绩趋势分析 

对于一个学生的评价与分析, 不能只是依靠一门

或两门课程的成绩, 应当从学生的成绩稳定性、是否

有进步或者退步、成绩波动的幅度、变化趋势等多方 

面综合进行评价与分析, 才是比较科学的分析方式. 

笔者选择了三个同学的成绩, 观测其从入学到毕业成

绩变化趋势以及成绩波动情况, 如图 3 所示. 从结果

可以看出, 三个同学的平均成绩在大一的下学期都出

现了下滑, 然后再呈现上升趋势, 因此我们可以去寻

找造成同学们成绩下滑的原因.  

 
图 3 学生成绩趋势分析 

 

7.2 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年级平均成绩趋势分析 

对于年级相差不远, 同一专业的学生来讲, 大学

期间所学习的课程基本是相同的. 通过分析同一门课

程在不同年级的平均成绩, 可以了解学生的整体素质, 

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分析结果可以知道, BCIT08

级和 BCIT10 级程序设计课程《C 语言的编程程序在

交通中的应用》平均成绩都比 BCIT07 级和 BCIT09

较低, 因此, 我们知道对于这两个班级的同学在以后

上软件编程方面的课程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授课内容

和教学方法等, 加强理论知识, 注重学生技能训练, 

提高学生编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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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年级平均成绩趋势分析 

 

7.3 欠费构成分析 

对于决策者来讲, 往往想知道欠费的构成, 例如哪

些系、班级欠费了, 哪些系、班级欠费比较多, 可以采

用 OLAP 的上卷、下转操作实现, 分析结果如图 5 所

示.  

 
图 5 同一门课程在不同年级平均成绩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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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语 
作为一名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 笔者深刻的体会

到, 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相对于本科院校来讲相对滞

后, 多年以来在教务管理系统、学生收费系统中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 但是由于教务管理系统、学生收费系

统等应用系统偏重于数据的采集与管理, 难以对数据

进行深入发掘, 提供客观的、有用的信息. 笔者所在的

单位数据仓库建立于两年前, 通过这两年的运行, 发

现采用数据仓库技术有效的提高了教务系统和学生收

费系统信息的集成度, 有效的避免了信息孤岛; 基于

成绩和学费两个主题的 OLAP 分析有效的为学院决策

者、系部管理者以及老师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 从

多个角度了解学生的状况; 同时也发现, 在其他方面

如学院的招生情况、学生借阅图书的情况等也需要进

行深入分析, 这就需要在数据仓库中完善相关主题, 

形成相对完整的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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