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资助管理系统的数据
仓库设计研究

汇报人：

2024-02-06



目录
CONTENTS

• 引言

• 高校资助管理系统概述

• 数据仓库设计原则与策略

• 数据仓库模型设计

• 数据仓库实现技术

• 数据仓库在高校资助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 结论与展望



01
引言



高等教育普及化导致资助需求增加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经济资助来完成学业，因此高校资助管理系统

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数据仓库技术提升资助管理效率

数据仓库技术可以对资助数据进行整合、清洗、转换和加载，使得高校能够更加高效地管

理资助数据，提升资助管理的效率。

辅助决策分析优化资源配置

通过对资助数据的分析，高校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经济状况和资助需求，从而优化资源

配置，提高资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2 3国外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内高校已经普遍建立了资助管理系统，

但大多数系统仍停留在简单的数据录入

和查询功能上，缺乏对数据的深入分析

和挖掘。

国外高校在资助管理系统的建设上更加

注重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利用大数据技

术对资助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为

高校提供更加精准的资助决策支持。

未来高校资助管理系统将更加注重数据

的整合、共享和分析，利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更加深入的

挖掘和利用，为高校提供更加智能化、

个性化的资助服务。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了解国内外高校资助管

理系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通过案例分析，总结高校资助管理系统数据仓库设计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

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数据仓库设计在高校资助管理系统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本研究将围绕高校资助管理系统的数据仓库设计展开研究，包括数据仓库的架构设计、数据整合与清洗、数据

转换与加载、数据分析与挖掘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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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助管理系统概述



01 02 03 04

功能全面

操作便捷

数据安全

可定制性强

系统功能与特点

高校资助管理系统涵盖了奖学金、

助学金、贷款等多种资助方式的

管理，实现了资助申请、审批、

发放等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

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易懂，

方便学校管理人员和学生快速上

手。

系统可根据不同高校的实际需求

进行定制开发，满足个性化的管

理需求。

系统采用先进的数据加密技术和

备份机制，确保学生个人信息和

资助数据的安全可靠。



数据库服务器

01 02 03 04 05

提供用户操作界面，实现

与用户的交互。

负责处理客户端的请求，

调用相应的业务逻辑处理

模块，并将处理结果返回

给客户端。

负责系统的用户管理、权

限管理、日志管理等基础

功能。

存储系统所需的所有数据

，包括学生信息、资助项

目信息、申请审批记录等

。

包括资助申请处理、审批

流程管理、资金发放管理

等核心功能模块。

系统架构与组成

应用服务器

客户端 业务处理模块

系统管理模块



01 02 03 04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数据存储 数据输出

数据流程与处理方式

通过学生填写的申请表格、学

校提供的资助项目信息等途径，

收集并整理相关数据。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转

换、加载等处理，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一致性。

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

服务器中，以便后续的业务处

理和数据分析。

根据业务需求，将相关数据以

报表、图表等形式输出给学校

管理人员和学生，为决策提供

数据支持。同时，系统还提供

数据导出功能，方便与其他系

统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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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设计原则与策略



面向主题

集成性

时变性

非易失性

数据仓库设计原则

数据仓库应整合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确

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数据仓库应围绕高校资助管理系统的主题进

行设计，如学生信息、资助项目、资助金额

等。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不应被轻易修改或删除，

以确保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数据仓库应能够反映数据随时间的变化，包

括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



从高校资助管理系统的各个数据源中抽取所
需的数据。

数据抽取

对抽取的数据进行清洗，去除重复、错误或
无效的数据。

数据清洗

将清洗后的数据转换为适合数据仓库存储的
格式。

数据转换

将转换后的数据加载到数据仓库中。

数据加载

数据整合策略



数据完整性保障

采用加密、备份等安全措施，确保
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数据安全性保障

数据一致性保障 数据可维护性保障

01 02

0403

建立数据维护机制，确保数据的可
维护性和可持续性。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避免
数据缺失或错误。

制定数据规范和数据标准，确保数
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数据质量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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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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