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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学校已经基本建立起校

园网络环境。在日趋成熟的网络软硬件条件下，充分运用学校网络环境，利用

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替代传统教育，进而推动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以适应教

育发展的需要，这是教育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正在逐步的成为现实。在这

个过程中就会涉及到学校多媒体资源的整合以及资源交互等问题，因此本文的

研究目的在于整合学校的多媒体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媒体交互的解决方

法，建设一个整合各式流媒体视频资源的服务系统，以适应学校现代教育技术

的发展。 

某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是一套以流媒体播放、传输、分发、分享、管理为

主的流媒体综合应用平台。它以主管上级单位为中心连接各个下属单位，下属

各单位各自既是独立的软件平台同时又能和中心节点以及其它节点进行流媒体

的资源分发、分享和管理。技术架构具有高度操作性、安全性、可维护性，本

文对系统体系结构、开发平台、相关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某学校流媒体

交互系统的功能进行需求分析，制定了该系统的设计目标和设计原则，使用

XML、ASP.Net、CDN 等技术，提升系统的有效性，安全性等要求。 

综合运用以上技术，最终将某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的六个功能模块：资源

管理模块、网络直播模块、网络点播模块、校园网络电视台模块、校园监查模

块、系统管理模块予以实现，达到了开发要求。目前某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运

行稳定，不仅促进了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建设，同时更高水平的推进班班通的

应用和教学模式的变革。 

 

关键字：流媒体；编解码技术；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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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the campus 

network has been built in many schools. In the case of the fact that network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is becoming more mature, the campus network is made full use of. The 

us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o reform tradi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nd continue to become realit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his involves the question of school 

integration of multimedia resources and resource interactions, so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egrate multimedia resources and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streaming 

media solutions that interact and build an integrated service system for all kinds of 

streaming video resources to fi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schools. 

    School interactive streaming media system is a set of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streaming media platform which is based on the play of streaming media,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sharing and management. It takes competent superior units 

as the centre and connects the various subordinate units. The subordinate units are 

independent software platform and can also distribute, share and manage resources of 

streaming media with the center node and other nodes. Technical architecture has high 

degree of operability, security, maintaina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related technology have been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alysis to school interactive 

streaming media system, formulate the design goal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system, using XML, ASP.Net, CD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etc.. 

    Integrated use of the above technologies, six functional modules ( resource 

management module, network broadcast module, network on-demand module design, 

campus network TV module design, campus monitoring module, system management 

module）of school interactive streaming media system will eventually be realiz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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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chool interactive streaming 

media system runs stable, not on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uality of 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but also advancing at higher levels the applications of class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Key words: Streaming Media; Encoding and Decoding Technology；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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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意义与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教学方式也有了质的转变。现代信息技术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了现代教学中，已经被用来作为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改变

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技能的重要手段。信息化建设已经运用到了社会的各个行

业，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办公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技术。各行各业都在使用信息

化技术来改善现有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效率。对于教育工作上来说，信息化

建设是学校核心业务的支撑和引领，也是为广大师生创设开放和共享的信息化

空间服务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 2012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指出：“十二五”期间，要以建设好“三通两平台”为抓手，建设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这是当前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核心目标

与标志工程[1]。 

    因此，各学校需要初步建立起本校内容多样的优质教学资源，建立教育资

源平台，将这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存放和共享到平台中，使学校与学校之间、

各校教师之间互动交流、共享共用。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实现设计的目

标，以系统工程的原理、项目管理的方法建设各学校流媒体资源的开发、共

享、交互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全区一线教师和学科专家的优势，充分调动全区

一线教师和学科专家的积极性，建立全区教育教学资源生成的长效机制。学校

流媒体交互系统的建设符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建设这一平台对于实现教

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具有重大意义。一个灵活的互动网络平台、一个稳定的应

用群体和一套合理的管理激励机制共同组成以人为本的资源体系，为资源建设

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994 年，流媒体随着一家名为 ProgressiveNetWorks 的美国公司一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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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人们的网络生活中。随后，这家公司推出了 C/S 架构的音频接收系统 Real 

Audio，并在后续的几年中一直引领着流媒体技术的发展。两年后，公司改名为

RealNetWorks，并且推出了 RealPlayer 系列流媒体播放器，这是互联网上第一

个媒体流播放软件，所以这款风靡全球的软件几乎出现在当时的每一台电脑

里，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并且长达十年之久。后期，投资人之一的微软推出了

自己的流媒体软件 Windows Media Player，苹果公司也推出 QuickTime，使得

这三个播放软件成为了世界音视频三大播放器，开始了三足鼎立的时代。 

    由于流媒体技术能够满足各级层次的需求，因此在教育界极受欢迎。在高

等教育中，流媒体技术给学生学习带来了很大方便。2002 年，由美国博士博斯

特所带领的的团队经过研究表示，在教育中运用流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教学可

以使学生的学习效果事半功倍。网络教育委员会副主席 Johnny Isakson 说，在

美国，有一半的学校都能够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使用联合流媒体进行学习，并

且基本上所有学校的多媒体教室都会在放学之后继续对学生开放，而且多数学

校在周末也对学生开放多媒体教室。与此同时，英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

已经把流媒体技术广泛的应用到教育教学中了。 

1.2.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从最早传播在网络上

的图片和文字到如今的动画、音视频等，传播信息的方式日新月异多种多样。

但是，由于现在依赖网络的人数不断增加，网络设备的局限性使得网络传输问

题日趋凸显，这个问题制约着人们在网络上是否能看见生动并且流畅的多媒体

文件，而流媒体技术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流媒体是指一种在英特网上播放

的媒体格式，其播放方式为流式传输。本质是将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文件运

用流技术在网络上进行传输，数据从发出端进行压缩后存放到网络服务器上，

观看者进行接收，在接收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观看，而不需要等待整个文件全

部下载完成，它包含了多种计算机技术、流媒体技术和网络通信传输等多种技

术。 

 随着网络技术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远程教育

机构、传媒公司、媒体网站等领域开始使用流媒体技术。流媒体结合了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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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网络技术，由于它功能和形式多样，所以广泛用于各种政府企业、科学

教育等领域，流媒体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以往的会议和学习模式，使所有的互动

变得随心所欲，不用受到地点和时间的限制。虽然信息技术在不断进步、多媒

体技术也在迅速的发展，流媒体的运用范围也变得更加广阔，但是在当前流媒

体平台的使用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如： 

    1、杂乱无序的视频资源分发管理和应用问题，中心管理平台和各下属机构

无法实现统一管理； 

    2、即使实现了统一管理，但是管理方式陈旧，是管制的方式，各下级单位

无独立性； 

    3、大部分是基础于网站页面之上的简易的流媒体平台，只是个摆设，流媒

体平台建设专业性差； 

    4、也有完善的平台应用的流媒体平台，但是应用复杂，效能低下，无法高

效运转。 

    5、厂商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流媒体应用的开发，大部分是“拿来主义”，没

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通过软件工程的方法深入研究流媒体交互系统的特点和应用。论文以

学校为研究背景，通过建设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为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提供

最优质的解决方案，将各个学校的优质资源相互交流和融合，提升有限资源的

使用率，提高教育教学工作的效率，加速 “三通两平台”的快速发展。 

    1、运用软件工程的方法，对某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进行分析，并提出设计

方案。 

    2、对某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进行需求分析，重点分析系统的直播、点播、

资源上传、发布、管理所要达到的效果和所要解决的问题。 

    3、研究和规划某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包括资源管理平台、网络直播平

台、网络点播平台、校园网络电视台、校园监查平台、系统管理等内容。 

    4、某学校流媒体交互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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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的组织结构 

    全文共分六章，各章内容组织如下： 

    第一章 绪论。内容包括本文的研究意义与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

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章节安排情况。 

    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内容主要包括 XML 语言、 C++语言、 ASP.net 技

术、CDN 技术、MS SQL Server 数据库介绍，为系统的总体设计进行技术储备。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可行性需求分析、系统业务需求分

析、用户需求分析、系统非功能性需求分析。 

    第四章 系统总体设计。内容主要包括系统设计原则、系统构架设计、系统

功能模块设计和数据库设计。 

    第五章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内容主要包括对系统开发环境的说明、资源

管理管理模块、网络直播模块、网络点播模块、校园网络电视台模块、校园监

查模块、系统管理模块的详细设计与实现的说明。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内容主要包括本文的总结，以及对下一步研究工作的

展望。总结论文的总体完成情况以及个人在论文工作中的工作内容，明确了今

后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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