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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信息学网络考试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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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 Windows NT 4. 0 服务器建立化学信息学的 Access试题数据库 ,使用 ASP编写网络考

试系统 ,供学生在 Internet 上使用浏览器进行在线考试。该系统安全可靠、应用范围广 ,是发展远

程教育的重要工具。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改变以前的化学文献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 ,为四年级本科生开

设了化学信息学课程。该课程除了讲授文本化学信息的手工检索之外 ,还对化学电子资源的

检索和利用进行全面的介绍。由于该课程采用理论讲授和上机实践紧密结合的方式 ,大大地

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使学生学会检索和利用各种化学信息 ,跟上日新月异发展的信息时代。

同时 ,为了适应新世纪网络课程发展的需要 ,在学院的化学信息学课程中开发和实现了网络考

试系统。

　　以下工作是建立化学信息学的 Access 试题数据库 ,使用 ASP 结合 HTML 编写 Web 界面的

考试程序 ,利用 ASP 的内置的 Application 对象最大程度地增加了系统的严密性 ,开发了一个较

完善的网络在线考试系统。不仅学生可在 Internet 上使用浏览器进行在线考试 ,教师也可以方

便地对系统进行扩充和管理。

1 　方法

　　网络考试系统的服务器硬件是 Heweltt Packard NetServer LC3 (CPU 为 Pentium III 500、内存

为 192MB、硬盘 9GB) ,操作系统为 Microsoft Windows NT 4. 0 (中文版) ,支持软件为Access97、In2
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 IIS) 4. 0。用户端的浏览器软件可以使用最常见的 Internet Explorer 或

Netscape。

　　HTML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是 WWW 上通用的超文本开发语言。HTML 只能实现

一般的静态 Web 页面 ,较难实现动态、交互或有执行能力的页面。Active Server Pages (ASP) 是

Microsoft 公司推出的一种简单易用的服务器命令执行环境 ,它可以让 Web 编程人员在 HTML

文件内直接嵌入简单脚本。运用 ASP 编写的应用程序 ,可以轻易地实现动态页面和存取网络

数据库 ,无须编写传统的 CGI 程序。ASP 通过 ODBC 连接到各种支持 ODBC 的数据库 (如 Ac2
cess 等) ,运行 SQL 命令 ,使用一般的浏览器就可实现对网络数据库数据的存取。图 1 是网络

在线考试系统的基本结构 ,显示了在线考试存取网络数据库中的试题的过程。

图 1 　网络在线考试过程的基本结构 　

61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43148?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2 　设计与实现

2. 1 　试题库的准备和识别

　　将已有的试题存入 Access 数据库 ,以 test 为数据库文件名。在 test 数据库中 ,以 1、2、

3、. . . 、20 为数据表名 ,字段均为 num (试题序号) 、question、A、B、C、D 和 Answer ,每一记录的

num字段各不相同。其中第 2 至第 20 数据表是通过调整数据表 1 的试题次序而得到。另外

还有数据表 admin 和 student ,其中 admin 存放系统管理员信息 ,student 存放学生考试信息。并

通过 ASP 中提供的Active Data Object (ADO)来识别符合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ODBC) 标准

的 Access 数据库。

2. 2 　基本结构和功能

　　图 2 说明了网络考试系统结构和功能 ,整个系统页面采用树状的设计结构 ,使管理与维护

更加可靠和方便。

图 2 　网络在线考试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功能

　
　　网络在线考试系统最重要的部分是学生考试页面。学生进入考试页面后 ,系统从第 1 到

第 20 数据表随机抽取一套试题 ,这样相邻的两台计算机抽取同一套试题的可能性极少。数据

库中数据表越多 ,抽取相同试题的几率越小。通过 ASP 的内置的 Application 对象可以增强系

统的严密性。考生抽取了一套试题后 ,不能再通过浏览器中的“刷新”功能来抽取其他套试题

(否则系统会认为是作弊行为 ,拒绝该生继续考试) 。如果考生更改选择 ,可点击页面的“重新

选择”框清除所有选择 ,恢复原始的考试显示页面。考生按时完成考试后 ,可用鼠标点击页面

的“提交试卷”框 ,系统即进行自动评卷并给出考试成绩。当到达规定的考试时间时 ,不管考生

是否完成所有的选择 ,系统自动终止考试及“提交试卷”,并立即计算出相应的考试成绩。当一

台参加考试的计算机完成了一次考试后 ,系统会拒绝对该计算机进行第 2 次考试。如果确实

需要在该机上进行第 2 次考试 ,则需要具有管理员权限的人员在系统管理页面中输入该机的

IP 地址和考生的学号 ,再选择“删除考试记录”,才可进行第 2 次考试。

　　除了手动调整数据表 1 的试题次序生成 20 套试题之外 ,教师 (系统管理员) 可以通过在线

的任何 PC 机实现考试信息的发布、试题发布、试题修改、试题删除、成绩统计和成绩输出、成

绩查询、修改密码、删除考试成绩和删除考试记录等系统管理功能。

3 　讨论

　　化学信息学网络考试系统采用 ASP 网络数据库存取的先进有效方法 ,应用程序的开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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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便 ,编程效率高。操作界面友好 ,提示信息清晰 ,用户操作简便。该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

高 ,在大量学生同时参加考试的高负荷工作状态下 ,工作站和服务器都可稳定运行。在考试的

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系统破坏及数据 (试题)丢失的现象。另外网络考试的收卷、改卷、评分和成

绩的统计发布由计算机快速完成 ,自动化程度高 ,既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且由于系统随

机抽卷 ,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考试公平 ,学生也很难作弊。该系统在校园网内使用 PC 机的

浏览器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证明系统的使用效果良好。

　　由于本系统的适用性广 ,只要更改数据库中的试题内容 ,就可以应用于其他学科的网络在

线考试。如果具有完全的题库 ,该系统还可改造成模拟考试系统、学生自测系统和作业评阅系

统。另外 ,它还可进一步与其他教学管理系统数据库 (例如学生成绩管理和考试管理) 进行数

据传送 ,高效地实现学校的管理工作。

　　我们将继续完善本考试系统 ,使系统试题库更加全面丰富 ,并扩充其他相应的功能。例

如 ,开发个人组卷功能。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 ,针对自己的知识缺陷 ,组出符合自己练习的

试卷。另外 ,通过增加试题的统计分析功能 (包括学生分析、试卷分析和试题分析)可以分析学

生的考试成绩 ,将隐含于其中的教育过程信息明晰化 ,通过分析学生历次考试成绩及试卷中各

题的得分 ,了解学生的进步情况、学习障碍、知识要点的掌握情况、考试的难度、得分分布等信

息。使考试系统不只是一个管理试题和组卷的工具 ,而且能够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进行测量和

评价 ,以促进师生间进行更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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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项课程教学改革明显增强了教师与学生的协作 ,共同争取好的学习效果 ;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了学习质量 ;明显地缩短了教学学时。过去的 60 学时 ,教师满

堂灌 ,效果是“老师不愿意讲 ,学生不愿意听”。如今缩短为 32 学时 ,教师实讲 12 课时 ,效果是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技术教学手段加上教学改革可以收到缩短学时而不降低教学质

量的效果 ,我们的教改试验为此提供了经验。

　　(5) 我们已经完成了化学专业大一基础课的全部配套多媒体辅助课件 ,即将完成一部化

学教师备课平台工具软件 ,使教师的教学工作得到更大自由度的发挥。为了进一步改革教学 ,

新编了大一普通化学教材《近代化学导论》和三年级《无机化学》教材 ,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和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我们将为高校化学教育改革 ,做出尽可能的全方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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