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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中小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直

接关系到整个教育的发展。目前相当一部分小学的教务系统还没有实现综合化，

大多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学生学籍管理上，甚至还有一部分小学的教务信息系统还

未建成，日常的教学管理和学生信息还在使用传统的手工管理。如果不加快学校

教学和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教学管理水平难以有效提高，更难以实现教育的

信息化和现代化。而整个小学教育系统中，存在着不同学校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

现有应用系统技术风格各异、功能不全面、平台不统一等问题。因此现阶段开发

一套学校信息化管理系统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以 A小学综合教务系统开发为背景，系统介绍了其设计与实现的过程。

系统设计中以既兼顾小学系统的通用性，又突出学校特色为原则。本着通用、适

用、可扩展、可移植的目标，以用户为核心，设计出的一套适用于小学校的信息

管理系统。论文包括以下内容： 

1、总体上介绍了系统的用户需求，学校管理业务情况，系统总体架构，具

体技术方案和数据库设计。 

2、具体的阐述了教学计划、学生学籍管理、学生成绩管理、教师管理子系

统的总体设计、平台设计、功能模块设计、子模块设计的设计过程。此外，也对

各子系统设计的先进地方和优势进行了分析。 

3、介绍了系统的实现和应用情况。 

系统为学校领导、教职工、学生、学生家长提供了很好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为小学综合管理、开发搭建了有效的信息平台；为学校各部门搭建了完整的资源

信息平台。实现了学校资源信息高度共享，实现了学校管理高度智能化、人性化、

信息化。为进一步加快小学校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大促进

了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学校教职工队伍、学生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本系统的

开发为小学校园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开发提供了经验和参考模型。 

 

关键字：小学；综合教务；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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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work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and improve core competitiveness,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f you do not speed up theschool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teaching management levelto improve, more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ere exists the problem of different school informatization level 

uneven, existing application system of different style, not fully functional, the 

platform not unified. Therefore, at this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a scho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very necessary. 

In this dissertation, a practical development project as the main line, the design 

ofprimary scho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esearch and in-depth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Design to balance both universal primary school system, and 

highlight the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principle. Ingeneral, applicable, extensible, 

portable, user centered desig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 set of suitable for 

small school. This dissertation introduces the system user requirements, the school 

management, the overall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technical scheme and database 

design.And outside the system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ubsystem to focus,from 

the system involved in the business of teaching pla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ub system. Expounded the teaching plan, the student 

management, student achievement management, teacher management sub system 

design, system design,function module design, module design process. In addition, 

also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local and the advantages of advanced design of 

each subsystem. 

The system provides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good platform 

forschool leadership, staff, students, parents of students; to build effective information 

platformfor primary school,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development; build a 

resourc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The school resource 

information sharing, to achieve the school management of highly 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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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V 
 

humanization, informatization.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peed up the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Greatly 

promote the schoolmanagement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school teaching staff team, to 

rais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To provide th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model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campu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Teach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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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当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通过计算机处理网络信息成为社会各行各业

工作和学习必备技能。电脑化、网络化是学校实现教育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重

要内容，也是方便用户快捷查询和提供相关充足信息的重要工具。综观整个教育

系统，各大院校都有相应的教务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汇集了各大院校的管理学、

信息学、系统学、现代通信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于一体，为各大院校提高了工

作效率，提升了工作质量效率。它既能方便管理人员查询学生信息，又能显著提

高学生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和院校的管理水平，学生管理系统与传统学生信息处理

模式相比，基于网络的学生管理系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教务管理系统涉及教务管理各环节，是面向小学各部门的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它为促进学校教务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

了减员增效、学分制的顺利实行。近年来，我国教育界也越来越重视教育信息化，

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小学教务系统功能仍较简单，基

本信息资料由各班主任结合学生的户口簿资料作为参考，家长联系电话、地址、

学生个人的基本资料，全部由班主任手工记录在自己的工作资料中，包括很多小

学的学籍册都是纸质保存的，各小学都没有一个完善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学校

管理人员需要查询学生的资料，必需通过班主任去查询，每学期学生的各科成绩、

评语等资料全部人员手写，这降低了老师的工作效率，加大了老师的工作负担。

随着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数量不断增加，有关学生和课程的各种信息

量也不断增长。面对毕业班学生毕业及学生升级、中途转入转出等情况，面对庞

大的学生、课程和教师管理信息量，为了更好的管理学生的基本资料和学习成绩、

课程等记录，减少手工操作的复杂性和较大的劳动强度，更好地方便学生个人资

料信息的查询、转出、转入等变动处理，小学需要开发完善的并且适合小学学校

特点的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来提高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通过这样的综合教务

管理系统可以做到教学和管理信息的规范管理、科学统计和快速查询、修改、增

加、删除等，从而减少管理和操作方面的工作量，提高实效性，有利于学校教学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小学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2 
 

质量的提升。为此，遵循教育发展趋势，打破“信息孤岛”并结合小学具体情况

开发出具有高水平的综合教务管理系统，必将为小学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提供一个

稳定可靠的数字化实施手段。 

建设小学教务管理系统是提高教学管理的质量和效益乃至建设高水平学校

的关键环节，教学教务信息处理的电脑化、网络化，也是实现学校管理现代化和

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数字化校园”是用层次化、整体化的观点来实施校园信息化构建，将

校园网上的各类信息进行了系统的组织和分类。它为师生提供了交流网上信息的

环境，让管理人员能够科学地、规范地管理好自己的数据信息，提升了传统校园

的教学管理效率，最终实现教育资源、电子校务、虚拟社区、网络服务与网络安

全为一体的数字化教育环境。 

 

2、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近几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上到下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教 

育信息化的措施，如“校校通工程”、“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项目的实施，政 

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思想的更新，使得各学校的信息化水平都有了很大 

提升，许多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校园网站、信息化管理系统，并

投入到学校的教育、科研活动当中，应该说信息化水平得到了广泛普及和提高。 

尽管如此，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国内的小学教育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着教育方式。例如，小学

教育不管什么教育方式都需要有相应的教学教务管理方式与其配套，为其服务。

而实行小学教学信息化管理已成为目前相当一部分小学深化教学管理制度改革

的共同需求和必然趋势。有些小学教育规定了在一定年限内必须修满规定的总学

分，才能获得毕业资格。国内外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发了一些教务管理系统，

然而这些管理系统模式基本都是服务于各高等学府，面向中小学的教务管理系统

少之又少，而且高等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管理模式大相径庭。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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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等方面功能更加细化强大。也因此使得高校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成为一个大型复

杂的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但小学教务管理工作则恰恰相反，中小学更注重于教

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尤其是对教师的课时安排、教学计划、授课内容、作业布置、

学生成绩分析、教研活动等、对学生的日常成绩管理、学籍调动、成绩管理等方

面的要求的更加细化全面，而且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调动频繁，相对于高校来说

更不便于管理。因此高校的管理系统在中小学教务教学的日常管理中很难体现出

其应有的价值。 

 另外，由于 A学校是九年义务教育综合校，因此要比其他中小学的学生和教

师数量多。同时由于教师年龄偏大，对现代信息化技术掌握起来比较困难，对一

些市面上强大的教务管理软件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仅没有实现工作的高效，反

而在基本信息和成绩录入等工作上起到了事倍功半的反功能。针对以上情况，A

学校十分有必要根据自身的教务教学管理模式与特点建立适合自己管理模式的

教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需要整合教务和教学工作，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被应用到

日常工作当中，真正达到教务工作的高效化。 

1.3 本文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通过对系统需求的分析可把系统分为 5大模块来设计，分别为教学计

划管理模块、学籍管理模块、成绩管理模块、教师管理模块和系统管理模块。本

文将从项目的需求分析入手、围绕软件开发的流程，对教务管理系统的总体架构、

设计，实现、运行与测试进行深入分析。包括： 

（1） 对系统需求和现状进行分析，设计业务流程； 

分析系统的应用背景、学校目前信息系统现状、总体需求、功能需求以及主

要业务流程等。 

（2） 系统设计 

对总体架构、人机界面、数据库设计进行讨论。 

（3） 系统的详细设计及实现 

完成系统功能设计，包括功能模块设计以及各个子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4） 系统的部署与测试 

介绍系统的部署和测试过程，以及对系统的应用情况做一个简要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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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分为 7章： 

 第一章绪论，着重叙述该教务系统研究的背景和现状并阐明本系统研发的意

义和内容。 

 第二章系统关键技术，在本章节中首先介绍了系统设计与开发所采用的主要

软技术。 

 第三章系统需求分析，本章节首先对该系统的研发从获取过程和获取技术进

行了全面周到的分析，然后分别对系统功能、系统结构需求、需求功能和用户权

限管理需求等方面逐一分析。 

 第四章系统设计，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出本系统中各个功能模块。 

 第五章系统实现，根据设计思路及流程图进行编程达到最后的系统实现。 

 第六章系统测试，根据系统测试的方法、结果以及运行情况的总结系统测试

情况。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从系统的开发到最后的实际应用进行总结，并归纳出

存在的不足以及系统后续的优化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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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系统关键技术 

2.1 Web 服务器 

目前网络上主流的 Web 服务器主要是 IIS，Tomcat，Apache。它们各有特色，

现有的信息系统中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三种服务器之一提供系统服务的。下面分别

介绍 IIS 和 Apache。 

2.1.1 IIS 服务器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是允许在公共 Internet 上发布信息的 Web

服务器。本系统就是使用的 IIS 服务器。IIS 服务器是微软提供的技术，一般在

Windows server 系统里面都自带。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的缩写为（IIS）是一个 World Wide Web 

server。Gopher server 和 FTP server 全部包容在里面。IIS 意味着你能发布网

页，并且有 ASP（Active Server Pages）、JAVA、VBscript 产生页面，有着一些

扩展功能。IIS 支持非常多的技术，比如有编辑环境的界面（FRONTPAGE）、有全

文检索功能的（INDEX SERVER）、有多媒体功能的（NET SHOW）[4] 。 

 

图 2‐1 XP系统中的 II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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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Apache 服务器 

Apache 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Web 服务器，世界上 60%以上的 Web 服务器在使用

Apache。 

Apache没有为管理员提供图形用户接口(GUI),但最近的Apache版本已经有

了 GUI 的支持。 

Apache 的配置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 Apache 配置界面 

2.2  MVC 开发模式 

设计模式是一种概念上的方法论，也可以说是架构用以解决软件开发时设计

上所会遇到的问题，且有良好的设计模式所开发出来的软件，对于往后开发软件

时所遇到的相同情况能将其拿来应用，具有重复使用性与再现性，这也是使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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