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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说教学课堂

口译教学课堂

混合式互动课堂

VR实训中心课堂

外国语专业教学
方式不断革新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创新型教学法
不断涌现，我校外语类学院就将整体教学过程分解
为导入、知识输入、语言输入、模拟场景、效果输
出等五个步骤，充分利用头脑风暴、讨论、辩论、
发表等活动方式，将知识内化与语言习得有机结合。

在教学设计环节，老师们也在“基于问题的学习
（PBL）”基础上，拓展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理念，
开发出面向新商科、新文科的LED教学模型。

无论是教学方法的创新，还是设计环节的变革，现
在都与教育信息化紧密结合，这就给信息化基础设
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Blended teaching



我校学生参加永旺杯全国口译大赛 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老师线上讲座

我校学生参加学校承办的直播带岗活动 学生日常在寝室观看高清视频节目及课程

寝室学习生活
方式快速变化

疫情期间，校领导多次到学生公寓，实地了解不同
专业同学的学习、生活以及线上授课网络运行等情
况，耐心倾听同学们对寝室楼网络等基础设施效能
及开放公共空间布局的想法，了解学生诉求。

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外国语专业的全国比赛、外
校老师的讲座、就业招聘、日常的课程学习、外语
类节目学习，都可以在线上进行，最大限度的对冲
了疫情带来的影响。

但过去线下的活动，现在全都搬到了线上，也给网
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L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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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2007年，我校实现校区整体

搬迁，整个校园网迈入万兆

骨干时代!

2015年，学校开始建设第一期无线校园网，通过

锐捷极简无线方案，针对室外、办公区、宿舍区

进行了场景化部署，成为当时大连地区内首个采

用Wi-Fi 5（802.11ac）覆盖的高校。

校园网络基础设施
发展概况



Innovation

2018年底，学校在教学区建

设第二期无线wifi6校园网，

AP接入速率达到6.5Gbps，

成为全国高校首批采用wi-

fi6覆盖的高校。

2019年，打造全网基于SDN

对全校哑终端实现安全准入，

实现校园网全部设备安全准入

控制。同时对全校网络进行大

二层扁平化改造。

2022年，学校采用全光网+Wi-Fi 6技术对宿舍

无线进行升级改造，成为全国高校首批采用光电

复合缆方式建设的高校，宿舍AP整机接入速率达

到2.976Gbps，校园网出口带宽提升10Gbps

校园网络基础设施
发展概况



近年遇到的业务挑战问题

Challenge

5G与光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
了互联网短视频、4K&8K高清
直播电视等新兴业务的蓬勃发展。

外国语电视台的直播清晰度也大
幅提升，给原有网络基础设施带
来较大压力。

加之疫情期间，学校同时上网的
并发人数翻倍增长，让学校的网
络升级改造成为必然趋势。









思考1：
如何更好支撑外语类高校宿舍用网
业务 Challenge

通过卫星接收的节目源转换为网络资
源在校园网上直播。目前我校建设有
KBS、NHK、CGTN等多语种频道按
8M高清，16M超清在校园网上转播。



思考2：
如何保障设备的先进性

Challenge

宿舍网业务爆炸式增长，网络设备成
为薄弱环节，亟需更新改造。然而
WiFi-7山雨欲来，当下是否值得对
宿舍网进行大规模改造？

无线流量暴增，逐步替代有线 语言类节目点/直播

宿舍在线学习\教学 运营商带宽200/300M升级



Wi-Fi 7目前有一定限制

在过去的20多年，WiFi靠着2.4GHz和5GHz两个频段（共600多MHz频谱），承载着不断增长的网络需求。
WiFi-7引入了6GHz频段和320M频宽，提供16×16 MIMO，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无线网速。但目前该技术仍受到了一定限制。

首先是频段因素：美国将6GHz频段1200MHz划给了WLAN，欧盟将6GHz频段480MHz划给了WLAN，但我国6GHz频段，暂时无委会尚
未明确公布规划。
其次是干扰问题：40MHz以上的频宽，会对周边无线设备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320MHz的频宽，不大可能部署在高校场景。
最后是终端的空间流限制：随着iPhone14pro等新机发布，当前的终端无线网卡依然只支持802.11ax  2x2 MIMO 技术。这使得16空间
流的性能无法明显提升终端的直接访问速率。



Wi-Fi 6 仍有望在相当长时间内，提供接近Wi-Fi 7的带宽
从WiFi-4/5升级到WiFi-6，各项性能指标的升级较为明显；
但从WiFi-6升级到WiFi-7，考虑到当前6GHz、320M频宽以及终端双空间流的限制，目前除了子载波调制方
式4K-QAM和PPDU有所革新外，WiFi-7在子载波带宽、符号长度、循环前缀长度、MU-MIMO方式，以及调
制方式、编码方式上，与WiFi-6相比，并无明显升级。



思考3：
光纤是比双绞线更好的选择么？

1976年，赵梓森做出了我国第一根光纤。1982年，他又实
现了中国的首次光纤通话。2016年，国内首次实现了微结
构光纤的量产，打破国外品牌在该领域的垄断与封锁。

光纤技术没有卡脖子的问题，技术自主可控相对成熟

光纤寿命也比双绞线更长

网管自带的光链路检测等功能，运维更便利



思考4：
光纤设备供电如何解决？

光纤虽然好，取电问题、宿舍用电安全如何考虑？

本地取电？ 集中取电？

本地取电，设备频繁掉线，如何管理？ 重新部署电源线缆？强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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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宿舍区11栋宿舍楼，4600间宿舍，办公区，2栋办公楼办公室，175间办公室

今年5月份完成整体设计，8月底完成施工调试上线，保障学生开学前，能够享受到光网络带来的体验提升

截止目前已经稳定运行2个月，学生反馈体验非常好。



拓展更广
2.5G端口支持wifi6性能释放
多端口的有线无线一体化覆盖

全场景无线建设

供电更优
供电更安全

施工部署更整洁
支持距离更远

运维更易
精准定位问题并可一键优化
远程可视化操作运维无忧

光电混合缆理线盒

以太全光无线主机

LC插头

DC插头

机柜侧

光电混合缆
预置尾纤

光电混合尾纤理线盒：
光纤熔接、铜缆压接点

光电复合缆

光电复合缆解决4人间宿舍网络需求



铜缆截面

受电等级
0.5mm² 1.0mm² 1.5mm²

802.3af（PD12.95W） 280m 500m 840m

802.3at（PD25.5W） 140m 280m 420m

802.3bt（PD71W） NA 180m 270m

802.3af主机强供30W NA 1100m 1650m

最长供电距离

磷化
钢丝 光纤

红色绝缘
PVC

蓝色绝缘
PVC

多股软导体

白色LSZH

轻且细

新型细光电混
合缆截面积约
为11mm²

𝟏
𝟑

𝟏
𝟔

≈ 六类
网线 ≈ 传统

混缆

传统混缆
线线径10mm

锐捷光电混合缆（0.5mm²）
长*宽：2*5.5mm²

六类网线线
径6.53mm

VS

通过评估我校宿舍楼大小规模的布局，不超过100m
同时考虑未来Wi-Fi 7时，可能需要802.3at供电，为后续升级留有富裕
综合以上，从经济性上考虑，最终我们选择0.5mm²的光电复合缆作为传输供电介质

光电复合缆类型选择



AC采取分级分层管理模式，部署

4700颗智分AP，实际AC只需管理

220台光智分主机AP，大幅精简

AC的配置管理逻辑

光智分主机APAC 光智分主机AP

分层分级管理模式，简化AP管理



端口通断状态可视化

端口信息可视化

对单颗AP点到点上下电管理

光电混合缆数据和电源分开控制



光链路状态可视化 光链路故障自动预警

光链路检测，故障排查方便



一键网优，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无线网整体情况

接入优化

一键网优，故障精准定位



光电复合缆 比5类线线径小 末端熔接 末端安装

光电复合缆建设施工连接



实际部署效果

光电主机正面 光电主机背面 AP部署在宿舍门口 AP吸顶部署



超远传输距离，不再受100M距离限制
单间宿舍有线无线2.5G速率，未来持续升级

实际部署效果



升级后：宿舍速率测试

连接1200Mbpsà测速
605Mps

升级前：原宿舍速率

连接173Mbpsà测速87Mps

建设成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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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1年10月，我校成功获批辽宁省高等学校数字校园试点建设项目

• 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提高高等学校网络管理和服务质量的通知》

• 高等学校会同基础电信企业扩大5G信号在高等学校的覆盖范围，推动5G技术在校园的深入应用

运营商室分覆盖 本地ULCL分流 二次鉴权、身份认证

pHUB
光电混合缆

光电混合缆

光电混合缆

pHUB

pHUB
光纤

5G BBU

运营商室外，室内5G覆盖

5G pRRU

校园网

构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打造多网融合的信息高速公路



探索教学区全光网承载网建设，
满足教学区智慧教学环境

探索办公区全光网建设模式，
考察波分技术方案在园区使用

将探索教学新业务的更好支撑，研究新技术的跨界应用。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