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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刘学智 教授 统筹规划

2 解书 副教授 智慧教师培养实验室

3 李君 副教授 同步课堂教学智能交互系统建设

4 王艳玲 副教授 同步课堂教学智能交互系统建设

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2.1.1 本专业秉持全科型、精英式、示范性办学理念

专业定位：适应新时代卓越小学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围绕高质量、全科

型、精英式、创新性小学教师培养目标，创办具有示范性、特色化的小学教

育专业。

历史沿革：我校小学教育专业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部属师范院校开设的

小教专业。1998 年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首批设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1999

年首批招收小学教育本科。在此基础上，培养层次逐步向小学教育专业硕士、

教育博士延伸，2004 年获批全国首批小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9 年

获首批教育博士学位授予权。小教专业创办 20 载，招生 19 届，共计 893 名

学生，其中已经毕业 710 名，目前在读 183 名，毕业率达 100%，一次就业率

为 100%。一直以来，小学教育专业以培养“全科型、精英式”教师为目标，

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小学教师，各层次小学教育毕业生深受用人

单位赞誉，成为小学教育的中坚力量。

特色优势：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秉持卓越教师培养理念，走出了一条适应

新时代小学教育专业发展的特色之路。一是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始终坚持培

养全科型、精英式卓越小学教师；二是生源结构优化，文理兼招、规模适中、

精筛生源；三是精选“实践取向”课程内容，形成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体系；

四是深化“实践反思”性教学改革，建立分段导师制，搭建智能化研修平台，

不断优化教学方式方法；五是打造以高级职称教师为骨干、中青年教师为主

体，数量充足、梯队合理、教学能力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六是创新大学、

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驱动小教专业学生培养从

理论学习走向实践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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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本专业形成了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

我校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层次全面，在本科人才培养基础上，扩大了

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为基础教育改革注入了高端人才。2004 年

获批全国首批小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于 2005 年开始招生，总人数为

704 人（其中公费师范生 217 人）；2009 年获首批教育博士学位授予权，于

2010 年开始招生，总计 47 人。

2.1.3 专业成果卓越，师资队伍结构合理

小学教育专业在专业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教师们围绕人才培养、

课程设置、教学改革等方面开展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 3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2项。2008 年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获批国家级特色专

业，2014 年被评为吉林省品牌专业，2015 年获批教育部“小学卓越教师培养

改革项目”实验单位。小学教育专业有专职教师 14 名，其中教授 5名，副教

授 9名，以及十余名来自一线的优秀兼职教师。拥有省级优秀教学团队一个。

2.1.4 构建实践取向的模块式课程结构

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着力打造优质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优秀

的小学教育本科毕业生。在课程设置方面基于现有的培养目标与具体要求，

以及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阶段特征，按照课程内容关注焦点可以划分为如

下三个阶段（1-3 学期；4-6 学期；7、8 学期）：基本素养养成阶段、专业

学习积累阶段、实践提升阶段（如图一）。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以及专业能

力的学习贯穿整个四年学程，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基本素养养成阶段以基础

课程、素养类课程、通识类课程为主，学科类课程以专业知识为主，培养学

生的宽厚的知识基础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基本感知与理解。专业学习积累阶段，

在学习基本教育理论和素养课程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理

解与认同，以及学科思维培养，注重基于内容的学科本质理解和教学方法的

积累与应用。实践提升阶段，注重多元知识的整合与应用，能够将前期的知

识学习结合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特定内容的教学进行个人知识的整合形成

较为系统的知识串、知识群、知识网，并能够在特定的教育教学情景中进行

适切地提取应用；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反思、培养问题意识，将一些问题转

化成研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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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课程结构图

图二 小学教育专业模块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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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的培养应定性在“教育”，突出课程综合性。小学教育专业须

有别于中学教师“学科性”的培养，需跳出单一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框架，

在课程的建构上凸显课程设置的综合化特点，避免课程的拼盘式设计。由于

小学教育专业旨在培养能够胜任语文、数学、社会、科学、综合实践活动等

学多科教学的高素质教师，并能够精深其中的 1-2 门科目的教学，坚持小学

教师专业的综合培养基础上学有专长，为特定学科教学提供选择和支持，加

强对课程的综合设计和有机统整，特别是学科课程与教育课程以及与教育实

践的有机有效融合，帮助小学教师构建丰富而有灵性的教育与心理学知识以

及系统的学科专业知识，形成深厚的综合素养和宽广的教育视野。

围绕课程目标，突出实践导向的教师教育课程内容改革，使教学资源能

充分满足教学需求，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要注重“学术”与“师范”紧

密结合，重点建设专业性教育学教学案例与教学资源库，在课程中充分融入

优秀中小学教育教学案例，将学科前沿知识、新成就、新技术、课程改革和

教育研究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并按照不同类别课程类型进行课程资源

建设。注重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2.1.5 实训课辅助学习手段亟待提升

目前开设基于实训的课程可分为三类：基础技能类、学科教学、综合实

践。具体包括：小学教师语言技能、小学教师书画技能、班主任工作、课堂

管理艺术、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设计与实施、小学语文教

学设计与实施、小学品生（品社）课程与教学论、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设计与实施、教学课件设计与制作、小学课堂教学技能、基础

实践、应用实践、社会科学数据分析方法、小学英语教学、小学生行为观察

与分析、教具学具制作、音乐、美术。课程较多，依赖于完善的多功能智慧

实训教室。由于经费有限，目前本专业只建设成一间智慧教室，仅具有内部

独立录播功能，远远满足不了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对教学信息化的要求。

2.2 建设目标(覆盖的专业、课程、整体水平、特色等)

本专业计划能够建设成与小学卓越教师培养相适应的多功能智慧型实验

室，覆盖上述实践取向的系列课程，能够达到国内领先，示范引领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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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训教室需要具备多种功能，集多功能教学观摩、研修、实验等综合

平台。该平台主要涵盖教师技能训练、视频会议系统、行为观察记录分析系

统、全自动录播系统、教学行为微格教室、信息化网络平台软件系统、课程

分析工作室、教学仿真实训系统、科学实验、基本功训练（如三字一话、绘

画、教具制作、演讲演示等）等几个部分组成，建成后能够实现实践基地与

学部、个体之间的互动交流。该平台主要实现如下几个功能：

2.1.1 实况教学观摩与互动

利用“三位一体”的培养机制，充分利用基础教育实践基地等多方资源

和远程现代教育技术，打破时空的局限，开放合作学校的部分小学课堂教学，

将实时教学信号切换引入到大学课堂，作为课程学习中的内容。部分课程可

以采用实况直播的方式进行集体学习或分学科的小组学习；部分课程可以采

用录播方式，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需要进行有选择的回放观看。

2.1.2 远程教学研讨

远程研讨主要分为实况教学中授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授课主题研讨，网

络社区中自主设立专题板块的研讨，以及大学、小学中建构的学习共同体（师

范生、小学教师、教研员、大学教师）中定期主题研修。

2.1.3 教学实践反思

基于优秀课例视频、师范生个体或他人的教学（或模拟教学）录像、教

学案例库、全息仿真实训系统等，进行专业解码分析，进行规范化的案例解

析与指导，帮助学生进行有指导的专业反思、整合知识、提升能力。

2.3 建设方案（说明项目需要开展工作的主要方面，并分项说明预算测算过

程及总体预算）

中心的建设内容包括智慧实体空间与泛在虚拟空间两大部分支撑平台。

智慧实训空间以“教师基本能力培养”、“教学基本能力培养”及“教

师创新与研究能力培养”三层次的课程框架中的课程应用需求为依据，对各

种实训场室的功能需求进行了整合设计而成，提供院系师生的日常教学能力

训练与检测。

泛在虚拟空间部分（即“教师教育资源及实训、实习管理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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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师范生能力实训与测评为设计依据，以师范生教学能力实训为主线同

步设计硬件支撑系统及与之无缝对接的软件应用云平台，实现院校与小学的

互通互动共享，师范生通过云平台实现教师教育技能实训过程的管理及提供

多种创新师范生培养的云应用服务。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学习、实践、教研

环境。教师及师范生基于视频分析数据可进行新型模式的探索和对课堂整体

教学情况分析。

2.3.1 智慧教师培养实验室建设

智慧实体空间部分由“智慧教师培养实验室”、“教学技能培训与研讨

室”、“科学实验室”、“同步课堂教学智能交互系统建设”等各种功能室

组成。

【智慧教师培养实验室】整体改造旨在为学校、老师和学生打造面向未

来，服务过程的“教”与“学”支撑系统。为学校提高数据化决策能力、信

息化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课堂互动系统，集成微信

验证、课程班级设计、智慧教学、课堂互动、统计分析、学生考勤等功能，

综合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实现与移动授课助手、学生学习系统进

行实时交流交互，为师生的教学活动提供支撑，增强课堂互动的效果，从而

提高教与学的效果。该功能室复用微格教学、教学研讨、课程分析及微课制

作。

【教学技能培训与研讨室】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师范生三字自主

训练，自动录制，并将录制内容上传到资源平台上，板书长廊可以满足板书

考试和板书作业这两大常规需求。学生只要使用自己的学生卡就可以开启板

书拍摄，写好以后重新再刷卡就可以停止录制，录制好的视频会自动上传到

云平台。而老师就通过板书考评系统平台就可以给学生打分评价。普通话训

练借助普通话考试训练系统纠正职前师范生普通话不规范用语。全真模拟测

试：系统提供和国家正式普通话水平测试完全一致的全真模拟测试功能，学

习者只需要花费 10 分钟，即可快速了解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同时系统为学习

者提供了一份模拟测试报告，指出普通话发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该功能室

复用三字一话训练室，教具制作室、演讲礼仪训练。

【科学实验室】提供我院教师及师范生提供开展课程设计，课程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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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空间，利用信息化手段，辅助讨论过程，并将过程的音视频同步记录下

来。包含科学学科 1-6 年级教学资源，STEAM 教学主题包-智能苗圃。智能书

法台。

【同步课堂教学智能交互系统建设】融合“互联网+教育”的全新教育教

学理念，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基础，建设新型课堂教学环境。教室部署专用

交互主机，无缝和云平台对接，配备高密度无线 AP，支持移动终端高并发互

动。教师通过课堂互动教学系统，可以与学生（专属平板或者 BYOD 设备）进

行全方位互动，互动形式包括学生终端控制、文件发送、随堂测试、手写板

书、主客观题互动、图像互动等多种形式。教师还可以利用教师助手（专属

平板或者 BYOD 设备），实现随堂拍摄、课堂交互控制、课件展示控制等功能。

教室部署专用多屏互动主机，而不是传统的视频矩阵和多个投屏器，实现多

屏信息展示与小组活动智能化同步，让授课大屏、小组中屏、学生小屏的高

清画面融合在应用中多向传送，大大降低了操作的难度。支撑学生使用专属

平板或者 BYOD 设备便捷的进行小组投屏展示、小组主题讨论。

2.3.2 虚拟空间平台建设

泛在虚拟空间部分由“师范生自主研训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

“高校视频应用云平台建设”等各种功能室组成。

【师范生自主研训平台】以满足师范生能力实训与测评为设计依据，以

师范生教学能力实训为主线同步设计硬件支撑系统及与之无缝对接的软件应

用云平台，学院通过云平台实现教师教育技能实训过程的管理及提供多种创

新师范生培养的云应用服务。

通过虚拟实训空间（即“教师教育资源及实训、实习管理一体化平台”），

可以支撑我学院师范生培养实现如下便捷管理方式：

 师范生技能实训过程管理：平台将提供了从“实训任务布置——实训

室预约使用——实训过程监控——实训过程自主录制——实训作业提交”完

整的实训管理应用服务，提升实训中心管理与应用的效率，也大大方便了各

教学法团队管理实训过程；

 师范教育公开课管理：平台支持“高校-普通中小学”协同发展联盟

共建紧贴基础教育一线的师范教育资源，并形成校内公开的公开课让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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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主研修，创设丰富的师范教育资源提升师范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高校-实践校小学”协同发展联盟共育：平台可实现高校与实践小

学共建课例资源、共享校园直播、共建教师工作坊，实施“双导师制”，共

同参与教学过程，拓展了协同培养内涵。

【大数据分析平台】

 基于实践校课堂生成性教学视频案例资源管理系统设计以面向学院，

构建完善的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学习、实践、教研环境。教师及师范生基于

视频分析数据可进行新型模式的探索和对课堂整体教学情况分析。

 基于大数据的教情学情分析，基于课堂录制的高清视频资源，对教学

过程中真实、自然的教师与学生的行为数据、位置数据、肢体动作等数据实

时捕捉，结合实际教学现状与需求，进行全方位多维度大的数据分析，最终

将非结构化数据标签化输出，助力学生学习评测、教学行为分析、新型教学

模式探索等应用。

【高校视频应用云平台建设】

●资源能够自动上传到云平台中，亦可手动上传视频，平台实现对优质

资源汇聚与统 S一管理、共享。云平台还集中展示录播系统在录制常态化课

堂的过程中，可同步记录下老师、学生相对应的课堂数据大数据，如学生关

注度、多媒体使用次数、师生互动比例等数据。该数据可作为授课老师自我

提升的数据参考，亦可作为督导评分的客观数据参考。

2.3.3 方案设计原则

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将充分遵循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优化现有场地设施，

优选仪器设备及系统，本着“三个一体”（职前职后一体、培养测评一体、

线上线下一体）的建设理念，在充分调研和论证基础上，基于“互联网+”技

术与应用框架建设多功能、可复用、智能化的“互联网+”实体智慧空间（即

培养空间、创新空间和测评空间）和虚拟智慧空间（即“教师教育资源及实

训、实习管理一体化平台”），以支撑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与测评活动的开展。

空间的建设遵循以下的建设原则：

1．以师范生培养能力体系为依据构建实体空间

本方案以职前教师教学能力标准为依据，构建能支撑每项能力提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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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与测评活动的空间，最终形成三种类型实体空间（即培养空间、创新空

间和课程分析工作空间），营造师范生的学习、实践和创新的多功能实训环

境。

2.以多功能、可复用为目标设计空间的功能

中心所建设的实训场室以“多功能、可复用”为建设的原则，功能要求

相似的能力实训课程将会采用同一个实训场室来满足实训教学的需要。后续

的发展如果场室功能不满足，再通过增加相应设备或独立设计专门场室的方

式进行扩展。

3.以校内外“互联互通”及智能化为技术标准建设实训空间

所有实训空间均以“存储传输数字化，监控、评价网络化，管理过程信

息化”为技术标准建设。实训场室中除了配置满足教学应用需求的多媒体电

脑与大屏（或投影）设备外，还考虑未来的发展配置如下设备：

（1）满足不同的课程与校外实践基地互动应用需求，配置录播与互动系

统，实现跨校区实训场室间、实训场室与教学咨询室间、实训场室与校外实

训基地间的双向视频互动。

录播系统将学生进行各种教学技能实训的过程记录下来，并存储在网络服务

器中，供学生现场观摩或下载浏览，以实现互评、互学和“四自我”的要求，

以达到熟练掌握各种教学技能。此外，由于实训场室日常开放时间较长，录

播设备均采用低功耗、稳定性强的嵌入式录播主机。

（2）随着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推进，教师掌握信息技术与课程

深度融合的能力，灵活应用电子交互白板、移动终端、学习平台进行教学活

动将是发展的趋势。部分场室将以当前中小学智慧教室为蓝本设计满足我学

院师生实训教学使用的“互联网+”智慧课室，满足师生个性化实训教学的需

求，并提升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学科教学的能力。

2.4 可行性分析（说明项目实施的主要工作思路与设想；项目预算的合理性

及可靠性分析）

项目的论证和仪器的选择以实用性、先进性为主，为学科建设和社会服

务提供基础实验条件，为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和学生综合素质提供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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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负责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长期从事高校教学管理，项目组队伍

结构合理，具有必要的项目实施能力。

 该项目资金预算是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设备的配置能

体现小学教育专业多功能智慧实训室的先进性、特色和使用效率，具有

科学性、合理性和可靠性。

2.5 建设成效（建设成果、使用效益等）

 职前职后一体化：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职前、职后教师及高等教育教师

教育教学能力，包括：教学基本技能、教学研究能力、专业能力、课程

能力、职业素养等内容。

 线上线下一体化：整合线上线下软硬件资源与平台，实施面对面与远

程相结合培养与测评方式，拓展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的时空范围。

 培养测评一体化：完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与测评一体化的提升方

案，形成培养测评一体化的闭环策略，以测评的结果为培养方案制定的

参考依据，以培养的效果作为测评的输入数据，通过测评与培养方法的

交替运用，积极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螺旋上升。

 校内校外一体化：融合校内外的资源与力量，连结校内外资源中心与

研究机构，汇聚优质资源，凝聚优秀师资，共同面对教师教育问题，齐

心协力打造高端的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养与测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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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

划购

置数

原单

价

现购

置数

现单

价

合计

金额

(含自

筹)

修购基

金支出

金额

(不含自

筹)

学院

自筹

金额

采购方式

(集中/分

散)

1 4K 录播主机 AVA AE-U7

1.整体设计：标准 1U 机架式外观设计，便于

机柜安装。要求采用嵌入式 ARM 架构设计，

Linux 操作系统。

2.内置互动功能：兼容 H.323 主流互动协议，

支持多台录播之间互动教学、教研应用。

3.内置跟踪功能：无需额外配置跟踪主机即

可实现图像识别跟踪分析与处理功能。

4.内置音频处理功能：支持混音、EQ 均衡、

回声抑制、幻象供电功能。

5.视频采集：支持从“采集”、“传输”、

“编码”三个环节均满足 4K 超高清，支持 4

路 4K 超清摄像机输入、1 路 4K 超清 HDMI 和

1 路 1080P 高清 HDMI 信号接入，录制画质支

持 4K（3840*2160）。

6.视频传输：4K 超清摄像机采用 SDI 方式传

输，保证视频传输质量，不接受网络传输方

3台 3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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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支持 PoC 供电，实现 4K 高清摄像机视频

信号、PoC 供电信号和控制信号同传。

2
录播软件系

统
AVA V8.0

录播应用软件：

高度集成各类流媒体应用软件，支持管理、

导播、直播、点播等子软件的整合应用，均

内置于主机内。提供流媒体管理、点播、导

播、直播等相关功能。

3套 3套

3 4K 摄像机
AVA

AX-C12PU

1.视频输出接口：HDMI、SDI，同步输出 4K

图像

2.传感器类型：CMOS，1/2.33 英寸

3.传感器像素：4K，3840*2160

4.镜头焦距：12 倍光学变焦，16 倍数字变焦

12

台
12台

4
高清摄像机

管理软件
AVA V1.0

1.摄像机管理软件采用 B/S 架构，支持通用

浏览器直接访问进行管理。

2.支持网络参数设置与修改，支持一键恢复

默认参数。

3.支持曝光模式设置功能，包括自动、手动。

4.支持抗闪烁频率、动态范围、光圈、快门

参数设置。

5.支持自动白平衡设置功能，红、蓝增益可

调范围 0~200。

6.支持噪声抑制设置功能，支持 2D、3D 降噪。

7.支持摄像机图像质量调节功能，包括亮度、

对比度、色调、饱和度。

8.支持摄像机控制功能，包括云台控制、预

置位设置与调用、焦距调节等。

12

套
1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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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师定位分

析软件
AVA V1.0

1) 系统采用 B/S 架构设计，支持通用浏览器

进行远程访问进行管理；

2) 系统采用图像识别定位分析技术，智能识

别教学行为，根据预设的跟踪分析逻辑触发

跟踪信号，与录播主机进行跟踪数据对接；

硬件部分：

1) 有效像素：至少 1920（H）×1080（V）

2) 输出帧率：至少 30fps

3) 摄像元件：至少 1/3 "

4) 最低照度：至少 0.3Lux

5) 扫描方式：至少支持逐行扫描

6) 通讯方式：RJ-45，支持 POE 供电

3套 3套

6
学生定位分

析软件
AVA V2.0

1) 至少支持学生起立跟踪功能，支持当学生

起立特写跟踪的拍摄，同时支持学生起立后

自定义为学生与老师进行双分屏交互画面；

2) 至少支持多个学生起立的跟踪功能，多学

生起立切换为学生全景拍摄；

3) 至少支持自定义规定的时间间隔自动切

换为学生全景画面；

4) 至少支持多个区域屏蔽功能，避免屏蔽区

域内的干扰，提高系统识别效果；

5) 至少支持检测区域设置，对指定区域进行

跟踪分析，支持同时划分多个检测区域；

硬件部分：

1) 有效像素：至少 1920（H）×1080（V）

2) 输出帧率：至少 30fps

3 套 3 套



16

3) 摄像元件：至少 1/3 "

4) 最低照度：至少 0.3Lux

5) 扫描方式：至少支持逐行扫描

6) 通讯方式：RJ-45，支持 POE 供电

7
数字音频矩

阵
AVA IAM-804

1) 矩阵功能:输入多路信号并将其按用户设

定比例进行混合，分配到多个输出通道中。

2) 音频输入/输出通道（MIC/LINE）：8 路输

入/4 路输出，支持选择多种电平的音源输入，

支持幻像供电功能。

3) 频率响应 20~20KHZ

4) 模/数动态范围（A-计权） 114dB

5) 转换器类型 24bit;采样率 48K

软件部分：

1) 系统采用 C/S 或 B/S 软件架构设计，至少

支持对音频处理矩阵进行管理。

2) AFC 反馈啸叫消除:采用自适应处理的方式

对现场扩声系统的啸叫进行有效的消除。

3) ANC 自动噪声消除:自动噪声消除根据环境

的声场变化自动进行噪声消除。

4) AGC 自动增益控制:自动提升和压缩话筒音

量，使之以恒定的电平输出。

5) AVC 回声消除:全新的自适应式回声消除功

能，无需人工调试。

3台 3台

8
采访话筒

（指向性）
AVA AT-680

1) 频率响应：至少 40Hz—16kHz

2) 灵敏度：至少-29dB±3dB（1dB=1V/Pa at

1kHz）

18

支
18支



17

3) 输出抗阻：至少 500Ω±20%（at 1kHz）

4) 最大声压级：至少 130dB（T.H.D≤1% at

1kHz）

5) 信噪比：至少 70dB（1KHz at 1Pa）

6) 单体：背极式驻极体

7) 指向性：超心型

8) 低频衰减：内置

9) 动态范围：至少 106dB（1kHz at Max SPL）

10) 使用电源：至少 48V 幻象电源（48V DC），

2mA

9 功放及音箱
湖山

XY100A

功放：

1、三组音源输入，四路话筒输入。

2、一组前置录音输出，两路重低音输出，可

选择 A、B 组功率输出。

3、两种话筒模式效果选择，话筒延时长短线

性可调。

4、话筒、线路的音量，音调实现独立调节。

5、采用双声道高保真全分离件、全频带功放

放大系统。

6、话筒插口自带+48V 幻像直流电源。

7、额定功率：立体声 2×100W/8Ω 2×

120W/4Ω；

音箱：

1、箱体采用优质中密度纤维板，黑色环保水

性洒点漆；

2、驱动单元：LF 1×6.5〃 HF 1× 3 寸纸

3套 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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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高音音

10
高清无线录

播主机
AVA AE-V6

1) 便携式移动录播主机高度＜2U，重量＜

6kg，采用笔记本翻盖式设计，主机内嵌导播

键盘进行导播操作。

2) 主机内嵌 1920*1080 高清液晶触控屏，电

容屏，支持触控导播操作。

3) 导播键盘支持录制、停止、摄像机控制、

预置位调用、画面切换、专场特技等功能按

键，提供导播摇杆便于摄像机的云台控制操

作。

4) 考虑设备稳定性，要求采用嵌入式 ARM 架

构设计，Linux 操作系统，高度集成多种功能

应用，包括管理、导播、录制、直播、点播

等功能。

5) 支持 6 路 1080P 高清视频输入，包括 4 路

3G-SDI 高清摄像机信号、1 路 HDMI 信号和 1

路 VGA 信号。

2台 2台

11
高清云台摄

像机
AVA AX-C22P

1. 视频输出接口：HDMI、SDI

2.传感器类型：CMOS，1/2.33 英寸

3.传感器像素：有效像素 207 万

4.焦距：22 倍变焦

软件部分：

1) 摄像机管理软件采用 B/S 架构，支持通用

浏览器直接访问进行管理。

2) 支持网络参数设置与修改，支持一键恢复

6台 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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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参数。

3) 支持曝光模式设置功能，包括自动、手动。

4) 支持抗闪烁频率、动态范围、光圈、快门

参数设置。

5) 支持自动白平衡设置功能，红、蓝增益可

调。

6) 支持噪声抑制设置功能，支持 2D、3D 降

噪。

7) 支持摄像机图像质量调节功能，包括亮

度、对比度、色调、饱和度。

8) 支持摄像机控制功能，包括云台控制、预

置位设置与调用、焦距调节等。

12 无线网卡
COMFAST

AWN-G1

1.接口类型：USB3.0，向下兼容 USB2.0

2.天线：内置智能天线，高增益 2dBi

3.网络标准：IEEE 802.11ac/a/b/g/n

4.频率范围：双频(2.4GHz、5.8GHz)

5.传输速率：2.4G 不小于 300Mbps；5.8G 不

小于 800Mbps

6.收发性能：支持 4*4MIMO 架构，4 数据流并

发

7.发射功率：18dBm

8.操作系统：Win

XP/Win7/Win8/Win10/Vista/Linux/Mac

8 套 8 套

13

高校教学视

频资源管理

平台

AVA V2.0

1.信息管理功能

支持把录播设备接入平台，实现自动转码、

无缝直播点播，并具备直播和点播功能。支

1套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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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录播进行远程关机、休眠唤醒、启动录

制等操作。

2.学院资源管理功能

支持视频资源多维度分类，可按学院、专业

分类管理，支持用户自定义分类类型。并支

持对视频资源根据年份、学期进行不同维度

的快速检索。

3.直播点播功能

支持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直播点播功能，包

括 Windows、Linux、IOS。

4.巡课功能

平台首页提供专门的高校巡课功能模块，支

持以录播教室不同的地点分布进行巡课管

理，可以教学楼为单位进行录播教室的归属

管理，支持自定义教学楼名称。

5.信息公告功能

平台首页提供公告模块，支持发布“新闻公

告”和“公示通知”，可按不同类别分类展

示。

6.个人空间功能

平台为不同类型用户量身定制了不同的管理

权限和专属网盘管理空间，实现网络空间人

人通。支持添加自定义用户类型，包括管理

员、校长、老师、学生等；支持自定义各种

用户类型的用户权限。



21

合计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9 年 6 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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