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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络安全风险分析与安全防护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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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化在各个领域的渗透，为教育改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基于信息化开展教育，形成网络系统，为学习者带来

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与此同时，网络安全风险会攻击教育行业信息系统，对系统内容篡改，影响系统安

全。随着教育信息资源上线，提高网络安全风险意识不容忽视。基于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络安全问题，分析安全防护措施，

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落实好网络安全责任制，确保信息系统网络能够完善防护措施，明确保护对象，构建安全管理体系，

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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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enet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various fields,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o a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based on informatization, form a network system, bring more abunda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learners, and meet the needs of learn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network security risk will attack the education 

industry information system, tamper with the system content, and affect the system security. With the launch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awareness of network security risks can not be ignored. Based on the network security problem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curity protection measures, strengthens the network 

security defense ability, implements the network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ensures that th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network can 

improve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defines the protection objects, and constructs a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to prevent the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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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的发展和移动，信息安全关乎到社会稳定、公民

权益等方面。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需要统一谋划部署。

面对教育行业信息化发展，应认识到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新时代背景下，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同等重要，需要有效识

别信息系统网络风险，对风险进行识别的同时，建立完善

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网络攻击进一步向系统渗透，为教

育行业发展提供保障。 

1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现状以及常见安全误区 

1.1 发展现状 

随着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为教育行业革新提供新

的契机。基于信息化不断渗透，教育行业当前进入了信息

化发展模式。但是信息化建设发展至今，网络攻击等风险

不断朝向系统和现实世界渗透，带给教育行业发展极大的

难题。教育工作者难以应对网络安全风险，保障行业信息

系统安全，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点。各类教育网站、

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方便了教育行业发展，同时也带给

系统较大的网络风险。根据国家网络安全法等规定要求，

将网络系统安全防控手段，看成是检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

要手段。通过模拟演练，对网络安全综合防控能力进行优

化。积极组织各级单位开展攻防演习。以三通两平台为主

要抓手，在演习中不断对问题进行总结，从而提供有效的

应对措施。 

通常信息系统建设运行过程中，需要面对的网络风险，

通常对以下三类信息系统造成影响。第一类是统计类系统，

内部存储了大量的个人信息，涉及到教师学生等信息，甚

至包含师生的家庭住址等私人信息。保障信息系统安全，

对于师生的数据信息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类为资源类

系统，系统平台上存储了大量的教学资源，也是学生登录

会优先观看到的内容。一旦信息系统被侵入篡改，可能将

一些不良信息发布在网站中，影响用户使用观感；第三类

为教育政务办理系统，负责管理学生考试、学业测试等工

作。此类系统关乎到学生发展与社会稳定，一旦遭到黑客

攻击，将严重影响社会秩序
[1]
。 

1.2 常见网络安全误区 

当前，关于信息系统安全网络防护管理，部分技术人

员对网络安全认知不足，导致实际维护过程中，出现以下

的安全误区。技术人员忽略网络安全部署，通常采取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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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后维护的方式，在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后，网络系统开

发应是由内而外。在构建系统的过程中，根据不同风险预

先做好安全防控，才能对系统进行有效保护。内部环境缺

少良好的安全网络防护管理，一旦外部受到攻击，内部系

统缺乏应对措施，将会导致系统被攻击。此外，网络安全

是技术人员的主要职责。信息系统网络安全技术，网络系

统安全薄弱的环节不加以完善，对系统本身造成影响。重

大网络安全事故，多数源于人员操作失误，或是抱有侥幸

心理，认为网络安全离自己很遥远。面对教育行业信息系

统面临的威胁日趋严重，可以看出网络安全离现实生活并

不遥远，应针对系统网络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构建完善的

应对措施。 

2 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络安全风险分析 

当前教育行业应对网络威胁，应针对系统网络安全风

险进行分析。按照系统不同，教育行业信息系统分为事业

单位信息系统与学校信息系统两类，系统数据多、涉及用

户广，对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络安全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在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系统功能优化等方面，现阶段的

教育行业面临较大的压力与挑战。网络安全保障应落实好

系统管理体系，合理制定管理制度，保障运维管理质量；

其次，应搭建基础网络，完善服务器，构建技术与安全管

理相结合的安全体系。 

2.1 运维管理风险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管理工作，应从制度、人才、培训

管理三方面入手。从实际来看，当前这三方面都存在不足，

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尽管在管理制度方面，能够依据国

家网络安全法推动工作开展。但是随着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不断完善，运维管理并不够完善，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存在

不足。硬件设施等把关不够严谨，制定的应急预案措施不

合理。系统由于不同时期建立，系统存在架构差异。早期

建设的系统存在管理漏洞
[2]
。在前期开发过程中，未能将

网络系统安全性考虑在内，导致系统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

带给信息系统极大的网络安全隐患。人员操作失误，未能

对域名进行科学管理，导致未注销域名存在风险。运维人

员管理系统，能够保障数据安全，但是管理过程中，端口

与外网设备连接，极易造成数据泄露的风险；人才方面，

由于当前国内的网络安全人才匮乏，从业人员普遍存在技

能短板现象。基于教育行业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培养人才，

成为保障系统运行安全的重中之重。教育行业将过多精力

投入在教学科研中，对网络系统第三方机构过分信任，导

致自身缺乏良好的运维技术。人员技能不过关，难以对安

全事故进行有效处理。 

2.2 技术安全风险 

教育行业不断发展，信息系统数量增加，在设备、数

据安全方面，更应引起管理人员的重视。缺乏基础设备，

过于老旧的设备难以支持系统升级；系统运行缺乏动态认

证、解密设备等；应用过程中，部分系统因人员缺乏安全

防护意识，导致系统权限设置不够明确，造成系统权限漏

洞；数据安全方面，数据收集存储都可能面临安全隐患。

尤其是教育行业数据资源庞大。需要保证数据收集阶段，

完成分类整理分析，这也是数据安全管理开展的基础。面

对关键的系统，一旦遭到外界攻击，会导致系统崩溃，影

响工作进展
[3]
。 

3 基于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的防护措施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固然重要，面对技术、管理等方面

的风险，也并非束手无策。网络信息不只是面对教育行业，

而是面向全社会大众服务的智能化网络系统。网络安全问

题基础预防与处理，可以基于网络系统的基础上，针对具

体问题加以完善，从而减少网络安全风险出现，保障教育

信息系统网络运行安全。 

3.1 制定完善的管理措施 

3.1.1 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制定安全制度 

（1）教育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工作，需要划分好具体

的安全职责。根据系统管理体系，明确具体负责人，坚持

责任到人的原则。提高人员对信息安全的重视，能够在工

作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要求。对于技术人员应明确划分好

各项工作负责人，按照管理员、技术人员、安全技术员的

形式划分，对系统工作有全面的了解。对具体负责的工作

进行监督，确保操作符合标准。三类负责人各司其职，工

作分工明确，不得出现一人多职的现象。完善的管理制度，

能够保证管理工作有效落实。在网络安全管理期间，需要

充分发挥制度的效用。结合具体教育系统将责任细化到个

人，建立紧急安全事故应急小组，对可能发生的事故进行

预测，事先制定有效措施，将系统损失降到最低。 

（2）制度管理应严格按照教育部指示行动，建立统

一的部署策略，明确运维人员与网络设备等布设要求。关

闭不必要的端口，开启日志对日常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记录；

完善系统登录登记制度，定期进行排查，明确管理人员责

任，对老旧系统进行升级优化处理；建立日常操作规程后，

完善运维管理制度，根据工作实际需求，做好开发、运维

等工作，保障系统稳定性；建立系统安全隐患自查制度，

针对于教育信息系统安全运行，履行监督职责，为系统稳

定运行提供保障；提高防火墙防控力度，结合系统受到的

攻击情况，对服务器和客户端进行防护升级，定期进行系

统测试、漏洞扫描。 

3.1.2 定期做好数据备份工作 

由于教育行业包含的信息过于复杂，海量的信息需要

较大的储备系统。设置不同层级的登录权限，对系统运行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根据监控对非法网络访问，引起网络

管理人员注意。当系统遭到外界攻击时，服务器会对其擅

自进入网络的次数进行记录，达到一定次数将账户锁定；

系统运行过程中，还要抵御外来攻击，应定期对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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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备份。将数据按照重要性进行分类备份，采取加密措

施，定期对设置的口令进行更改，避免长期使用相同的口

令。口令尽可能设置较为复杂，并安装防火墙等软件，建

立良好的网络环境。系统文件查找权限，应按照管理员、

读写、查找等权限进行系统划分，并为不同用户指定对应

权限，避免人员权限等级过高，对服务器进行访问，影响

系统正常运行。备份工作完备的情况下，即便是系统遭受

攻击，也能够从备份数据中及时找到相关数据，减少数据

丢失带来的损失。使用云端储备技术，对数据进行管理，

保障数据的完整性。丢失、被篡改的数据，能够从云端进

行恢复，强化数据管理质量。 

3.1.3 人员管理水平培养 

人才培养方面，加强安全管理队伍建设，强化技术人

员运维水平，为系统网络管理提供保障。能够通过，提升

人员的管理水平，从而更好的保障系统运行稳定性，保障

数据安全
[4]
。定期对在岗人员进行系统化培训，开展应急

演练，使技术人员接受相应安全风险。能够意识到网络安

全风险不能完全避免，需要基于现有的防护策略，不断提

升个人运维水平。从而在实际应急演练考核中，正视网络

安全风险，将系统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3.2 技术安全措施 

防护思路上应基于网络安全技术体系，构建全生命周

期的安全方案，对教育信息系统提供运行保障。基础网络

环境是保障系统运行的重要前提，建设过程中，结合信息

系统业务功能与特点，按照重要性进行逐一划分。按照事

前检测、事中测试、事后响应的模式，对系统网络运行进

行有效监管。安全防护系统应针对于系统运行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安全评估处理。建立识别风险优化机

制，在事前对风险进行识别。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对网站

可用性、是否存在漏洞等方面进行监控预警，从而建立风

险识别日志，发送信息到指令层，采取应急响应。 

3.2.1 服务器 

具体的架构需要保证网络有效接入，设置信息交换区、

数据存储区、管理区等区域，形成完整的网络管理结构。能

够经过路由设备与防火墙联系，从而实现数据交流。在服务

器安全方面，由于服务器承载着系统运行的关键业务类型，

需要对其进行重点防护。定期开展检查检修工作，对服务器

进行运维管理，排查威胁、病毒、漏洞等，确保服务器配置

符合要求；收集服务器基本信息，结合硬件设备对信息进行

检查，避免病毒传播。对服务器做好防护管理，对日常维护

工作进行详细记录，为技术人员分析提供参考数据
[5]
。 

3.2.2 系统测试 

技术能够为系统运行提供保障，为了保证系统网络安

全性，需要加强技术手段，对系统进行测试，面对可能出

现的故障与异常现象，能够及时发出警报，确保应用安全。

对系统进行测试开发等操作，确保系统全生命周期都能得

到安全防护。并制定开发编码，引入开发安全框架对可能

出现的安全漏洞进行预防和检测。针对系统建立完备的信

息系统监控中心，并委托第三方对系统源代码进行审计，

保存审计报告，实现信息系统科学监管。对于防范非法入

境，应从访问、隔离等方面建立分段管理模式。并对网站、

系统进行实时扫描，检测系统中是否存在非法入侵的痕迹；

系统运行过程中能，使用监控系统对信息系统进行全面监

督，面对非法攻击，及时启用应急应对措施，防止数据被

篡改；运维阶段确保设备运行质量，对用户行为、网络环

境等进行检测，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告警给管理人员，对

发现的隐患进行记录。 

3.2.3 数据安全 

保障信息系统数据安全方面，需要根据具体的业务需

求，对系统后台进行操作设置。针对不同用户设置登录权

限，重要数据加密管理。一旦数据落入不法分子手中，等

待其对数据破解时，数据会自动销毁，有效防止数据泄露

出去。利用通信网络传输数据至特定服务器端口。用户鉴

别信息在认证结束后，痕迹自动清除，保护用户隐私和数

据安全。 

4 结论 

综上所述，教育信息化程度不断发展，各种技术升级

优化，也使信息系统面临危险之中，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显

得尤为重要。网络安全保障工作，能够为教育系统运行保

驾护航。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增强安

全技术防护能力。针对系统安全防护制定具体措施，最大

程度降低损失，为教育行业信息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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