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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民警智能化教育培训管理平台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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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部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培训信息化平台建设，健全完善教育培训信息化运行机制。监狱民警智

能化教育培训管理平台的建设积极响应了上述号召，充分利用既有信息化建设成果和资源，着力构建集信息发布、资源

共享、在线学习、在线考核、在线交流、在线展示、统计分析与智能推荐为一体的智能化网络平台。该平台的应用促进了

监狱民警的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个性化，对推进监狱民警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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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format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tform for prison police has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above call, making full use 
of existing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and resources, focusing on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network platform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release, resource sharing, online learning, online assessment, online communication, online display,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recommendation. This platform promotes not only the scientific, rational and personaliz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nagement of the prison police force, but also their standard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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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2012年司法部下发全国监狱系统软件开发15个业务规

范，其中《警务人事业务规范》对警察职工的教育培训进行

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随着监狱信息化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

化，一套基于信息化发展教育体系理念和建设学习型监狱的

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根据监狱工作实际与监狱民警职业能力

建设需求，利用社会教育资源与网络信息技术，打造集信息

发布、在线学习、考核评估、职业规划、资源共享、培训管

理于一体的监狱民警智能化学习考试平台将为建设三位一体

新型现代化文明监狱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1]。该平台的应用

克服了民警在职学习面临的各种困难(值班时间长导致没有时

间学习；工作强度大导致没有精力学习；缺乏激励机制导致

没有动力学习)[2]，提高了民警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

了学习过程的交互性和实时性，打破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使学习的环境更加自如。通过对民警学习状况的统计和学习

考试结果的分析，可以掌握民警个体学习习惯、职业能力特

征、专业知识短板等，量化评估教育培训的效果[3]，既可以

促进监狱民警的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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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可以为选人用人提供参考依据，促进人职匹配，对推

进监狱民警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2   平台建设目标(Platform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①学习的自主性与针对性：监狱民警根据自己的需求、

兴趣和时间安排，自主安排学习时间，选择针对性强的学习

测试资源。

②资源的丰富性：能够充分利用社会教学资源，打破监

狱的“封闭性”，为监狱警察提供丰富的教育培训资源，拓

展监狱民警的知识面。

③内容的实用性：根据监狱工作需要开发专业资源和考

核内容，紧贴监狱实际，帮助民警迅速掌握监狱法律法规、

行业标准、规章制度和相关执法技能，提高学习成效。

④管理的便捷性：实现民警在职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培

训手段的智能化、培训组织的专业化，实现民警各类业务知

识和技能的“学习、考核、竞赛、评估”一体化管理。

⑤功能的综合性：集信息发布、资源共享、在线学习、

考核评估、在线交流、统计分析与智能推荐为一体的综合网

络平台。            

3   平台建设内容(Platform construction content)
3.1   建设思路

借鉴省领导干部网络学院的建设经验，在监狱现有信息

技术手段、系统容量、等硬件设施基础上，考虑了与原有系

统兼容、配套的问题，确定“分期建设、逐步升级、同步联

动、突出智能、实用为本”思路，实行两期建设三步走的总体

安排。第一步：项目规划和总体系统设计，重点是完成平台设

计；第二步：考试平台系统先建先行，初步建成并试运行；第

三步：丰富平台网络资源库，作为二期平台建设的重点。

3.2   项目准备与需求分析
浙江省戒毒管理局曾统计过，民警对传统的专业化培

训如专题培训讲座的设计时间建议在１小时以内的占27％，

1.5小时的占47％，２小时及以上的占26％。而如果选择自主

网络化培训，民警每周至少能保持在５小时左右的占68％，

５—1０小时的占23.5％，1０小时以上的占8.5％，大多数民

警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很强烈[4]。在此需求背景下，根据项目建

设工作方案，抽调监狱组织宣教等业务部门与信息化部门的

业务骨干，成立工作组，联合警官学院和企业的技术专家组

建了项目开发团队，编制了项目开发进度，建立了项目沟通

机制。项目开发团队前期开展大量的调研与沟通工作，明确

了监狱业务部门的实际需求，项目开发团队根据监狱信息化

建设的现状和监狱民警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针对性的技

术解决方案，为后期稳步推动项目建设工作做好准备。

3.3   项目开发与试运行
按照项目建设要求，结合省属监狱系统单位的网络设施

环境和特点，项目组采用BS架构，使用JAVA语言、MYSQL

网络数据库和Tomcat服务器。该架构全部选用开源软件，保

证系统安全稳定，同时能够满足跨平台部署。经过为期六个

月的开发与调试，完成了交互页面制作、数据库设计和主要

业务功能的实现。经过一年时间，平台系统设计、安装、调

试与部门试用基本完成，随后开始全面验证软件各项指标，

测试各项功能，启动全监试运行。根据省局要求，陆续组织

全体民警进行了两个年度分季度的网络模拟学习与练习，顺

利完成了公务员宪法考试、党章考试和司法部安全生产管理

33条规定考试等，为民警岗位练兵、强化理论素质提升和知

识结构改善，发挥了有效作用。经过测试，全监民警均能自

主登录系统参加网上学习与考试，试题编辑、导入顺畅，完

成12个模块共存题800余题，题库基本建设、课件资源上传、

下载、各类数据导入与导出、在线练习与考试、个人设置、

后台管理(含学员管理、系统设置)等功能均符合设计要求，服

务器性能与网络压力进行了全面测试，测试结果良好，未发

生网络阻塞、系统崩溃等异常情况。实现了利用监狱既有信

息化建设成果和资源，建立集自主学习、在线考试、培训管

理、在线交流等系统为一体，满足不同岗位、不同职位、不

同需求的民警教育培训智能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同时，开

发团队联合各业务部门又开展了长达1年半的技术优化工作。

试运行过程中，双方针对程序Bug,系统优化，人性化调整等

内容，召开了15次协调会议，针对50余项内容进行了优化。

3.4   平台构成
该平台主要有全监民警应知应会素质考试系统、警务专

业组民警水平测试系统、科室业务专门考试系统组成。每个

系统都有考试管理、题库管理、学员管理、智能化统计分析

等四大模块构成。该系统可以满足全监800名民警同时在线练

习、考试。

3.5   平台主要功能模块
根据需求，平台设计具备了通知公告、试题管理、试

卷管理、学员管理、考试与积分排行榜、在线学习、在线练

习、在线考试等功能，其中的核心是在线考试功能。

表1 平台主要功能模块

Tab.1 Main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platform

名称 主要模块 功能简介

监狱民

警智能

化教育

培训管

理平台

首页 以图文列表形式展示各模块资源

个人空间
以图文形式展示学员的个人信息与练习积分、考试积

分与排名

公告管理
可以对通知公告进行查询、新增、添加、删除，上传

文件资料

试题管理 试题查询、试题导入、新增试题

试卷管理
试卷查询、随机组卷(可以选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

设定考试类型)

学员管理 学员查询、新增学员、学员导入、学员考试记录

在线学习 可以发布学习视频、PPT、WORD等文件资源

在线练习 模拟练习、错题练习、未做题练习

积分排行榜 对单位/部门和个人学分进行排名

在线考试
开始考试(考试查询与管理、考试信息统计与计时统

计、已考试卷管理)

统计分析

学习考试统计分析与图表自动生成；民警职业能力统

计分析与图表自动生成；错题与未做题统计与训练矫

正；练习记录统计显示

智能推荐 学习考试内容推荐；民警岗位匹配分析与推荐

个人设置 新增、查询、编辑、删除

系统参数设置

积分显示与隐藏设置、学习积分系数设置、考试积分

系数设置、其他(系统、题型、科目、能力类型、工

作部门)设置

系统初始化

设置

初始化学习记录、考试记录、清除学员考试积分、清

除学员正式积分

考试批次设置 考试批次的查询、清除、设置和考生的设定

权限管理 权限的新增、查询、编辑和删除

信息导出 查询和导出学员个人与学习考试的统计信息表

警务通APP 通过移动APP平台满足基层一线民警移动学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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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特色(Platform features)
本平台具有如下特点和优势：技术架构成熟、教育培训

模式多样、互动形式新颖、定制化的后台管理实用、便捷，

平台结合监狱实际需求，以实用为本，集中突出实用化与智

能化两大特色。

 

图1 平台特色

Fig.1 Platform features

4.1   技术架构成熟
本系统服务器端程序基于Struts2+Ibatis+Spring框架

开发，具有低耦合性、高重用性、可维护性和可管理性等优

势，可同时支持并运行于Windows服务器与Linux服务器，

环境要求JDK6.0、Tomcat6.0及以上版本即可，数据库采用

Mysql构建，支持多用户并发访问，保证上千名民警同时访

问，计算机系统运行畅通。

系统前端程序基于HTML+JSP+JavaScript开发，可支

持基于微软IE8.0的浏览器(如360浏览器、搜狗浏览器)、谷

歌Chrome浏览器、苹果Safari浏览器，适用于台式电脑和

平板电脑。系统前端与后端进行实时数据同步。系统以Web 

Service接口加DLL控件模式进行身份认证及权限控制、组织

用户同步等功能应用。

4.2   实用化
 

图2 实用化示意图

Fig.2 Practical schematic diagram

(1)设置三大业务子系统，实现在线学习内容的分层分

类。根据监狱民警教育培训工作的实际需求，该平台由全

监民警应知应会素质考试系统、警务专业组民警水平测试

系统、科室业务专门考试系统组成，每个系统再根据业务部

门、素质模块做进一步划分。

(2)设置分级管理权限，实现培训学习考核的“条块结

合、分级管理”。监狱各个监区、机关业务科室设定有管理

员及相应的学习考核管理权限，宣教科作为民警教育培训主

管部门具有监狱层面的操作管理员权限。监狱分管领导拥有

总体浏览查阅和审核审批权限，登录后能够掌握全监民警培

训学习情况。

(3)设置分部门分能力模块的题库上传与审核功能，增强

题库资源的实用性、多样性与针对性。集思广益，拓宽题库

来源渠道，使题库的组成更加符合各部门实际工作需求。

(4)设置多种学习考核模式，满足学习主体的多元化、多

样化、多层次化的需求。考虑到监狱的实际情况，系统设置

了在线学习、在线练习、模拟测试和正式考试等多种学习考

核模式。其中在线练习又细分为模拟练习、错题练习、未做

题练习；在线考试分为开始考试与已考试卷。系统支持基于

单项选择、多项选择、是非判断等题型的自动组卷，并提供

选项随机或固定等多种应答模式，测试成绩自动计算。管理

员可根据相关课程的不同要求，自由选择学习考核模式。每

次考核完成都可以查看详细的答题结果，通过结果反馈，方

便民警找到自己的短板，使后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

(5)设置积分奖励模式，实现学习考核的正向激励。系统

积分划分为学习积分和考试积分，可在管理端对积分系数进

行设置，自动计算出积分排行榜，对于成绩优秀的民警可以

根据积分予以奖励。

(6)科学设置后台管理功能，突显精细化与实用化。系统

划分为公告管理、试题管理、试卷管理、学员管理、在线学

习、在线练习、在线考试、个人设置、系统初始化设置、数

据导入与导出等多个模块，其中随机组卷功能就提供了多达

18个选项。

  

图3 随机组卷功能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random test paper forming

       function

(7)设置新颖互动模式，增强用户的粘性。全面贯彻人机

交互界面设计的五大原则(美学完整性、一致性、直接操作、

隐喻、用户控制)，吸纳先进的网络教育理念，学习过程中加

入问答等人机交互监测功能，只有学习状态持续一定时间，

民警才具有相应的学习成绩，这使得民警的网络学习过程公

开、透明、可监测，另外，系统还加入了点评互动机制，增

强了学习的趣味性[5]。

4.3   智能化

图4 统计分析模块示意图

Fig.4 Statistical analysis module diagram

4.3.1   统计分析模块

(1)学习考试统计分析与图表自动生成功能。能够自动分

析民警日常学习和考试情况，汇总成绩，自动生成全体民警

学习与考试分值统计图表，让监狱领导和业务部门及时掌握

民警的岗位练兵情况和执法业务能力建设成果。

(2)民警职业能力统计分析与图表自动生成功能。通过模

块化的监狱民警岗位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需求划分，实现分

能力类型的题目设置。系统可根据民警各模块的学习考试情

况，自动汇总统计，生成民警个体职业能力模块得分统计图

表，为监狱制定科学合理的学习培训方案提供参考依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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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错题与未做题统计与训练矫正功能。

 

图5 错题与未做题统计与训练矫正示意图

Fig.5 Statistics and training correction diagram of wrong

      and unfinished questions

(4)练习记录统计显示功能。

 

图6 练习记录统计显示功能示意图

Fig.6 Diagram of exercise recording statistics function 

4.3.2   智能推荐模块

学习考试内容推荐、民警岗位匹配分析与推荐功能。基

于用户基本注册信息数据表、学习习惯与兴趣爱好等个性化

信息数据表、岗位练兵与执法业务等职业能力学习考试信息

数据表、学习考试积分信息数据表、岗位职业能力需求信息

数据表、民警综合素质测评信息数据表(思维习惯、心理健

康、职业兴趣、性格测试)等六类数据信息表，建立相关数据

信息模型，运用混合型智能推荐算法(融合基于内容、基于关

联规则和K-means聚类推荐算法)，在客户端展示与民警学员

最为匹配的五类学习考试资源和个人岗位匹配度，在管理端

展示分部门分岗位的职业能力匹配度排名和学习考试方案推

荐。根据推荐结果，民警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培训课程、考

试科目等进行个性化选择；监狱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民警从事

岗位的具体知识需求和民警个人的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数据对

人员培训和部门岗位进行科学管理，做到每名民警缺什么，

补什么，需要什么，培训什么。

图7 智能推荐模块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lligent recommendation

       module

4.3.3   防作弊机制

根据课件设置可以在观看课件时弹出问题让用户进行选

择，只有用户在回答后才能继续播放，此举即可与用户进行

交互，又可有效防止用户作弊(如，挂机)。

5   平台建设进一步深化的思考(Further reflections 
of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1)民警教育培训资源的建设有待丰富完善。二期重点增

建后台资源库，包括课件资源库、图书资源库，划分为公共

科目与监管专业科目两大类，其中专业科目分为狱务管理、

教育改造管理、劳动生产管理、警务党务管理、勤务管理、

政务管理等业务领域；公共科目分为政策法规、综合知识、

职业素养等领域。

(2)民警教育培训积累的大量数据有待挖掘分析。长期

以来，教育培训的效果呈现难、评估难，缺少可评判的量化

标准。深入挖掘与分析平台教育培训数据有利于解决效果评

估问题，推动定量与定性结合评估教育效果，使原来依靠经

验评价转向基于数据评价、依靠结果评价转向全程评价，使

内容选题更加精准，全程监测变为可能，效果评估更加量

化。运用好点击评价数据：通过资源的阅读量、点赞量、转

发量等后台数据，精准掌握民警的兴趣点和共鸣点，为教育

效果评估和教育话题挑选提供依据，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与实

效性。运用好互动反馈数据：网络互动带来的隐蔽性和平等

性，克服了民警在“面对面”交流中产生的顾虑和担心，受

教育者更加容易敞开心扉、袒露心声。未来可以在视频教育

资源中引入弹幕实时掌握教育反馈，依靠“在线问卷”开展

反馈调查[7]。未来，还可以从学习数据中发现有用的隐性学习

行为模式[8]，实现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者个性化建模及用户画像

系统，为不同的用户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9]。

6   结论(Conclusion)
该平台将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的理论引入到监狱民警的

教育培训与组织人事建设中，借助智能化信息技术创新了监

狱民警教育培训的理念、模式、激励机制和成效评估，创新

了监狱优秀人才推荐机制，加强了教育培训内容的针对性、

组织管理的效率，提高了民警参加岗位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

培训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了监狱民警的岗位职业技能与职业

素养，促进了监狱民警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评估工作的科学

化、合理化、个性化，为监狱管理部门选人用人提供一定的科

学依据，使监狱教育培训工作成为一项事关监狱工作全局的战

略性、基础性工作，成为监狱管理事业前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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