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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 B/S 结构的 Web 应用得到广泛应

用，正逐渐成为各类应用信息系统市场的主流。为了有效地实现 Web 应用程序

更快速、更便捷服务的目标，在目前基于 Java 应用平台开发 Web 应用的技术基

础上，结合 Ajax技术框架来构建 Web 应用系统，已成为一种高效且广泛应用的

开发方式。 

本文描述教学和科研管理系统的研究与设计。教学和科研管理系统是一个面

向广大师生的开放型系统，搭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教学与科研资源共享平台，便

于大学教师的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师生间资源共享。该系统选用 Ajax 技术框架进

行开发，并部署在 Java 应用平台上，后台数据存放在 mysql 数据库上，实现了

课件的上传、下载，师生的互动交流，充分提高教育与科研的网络化、电子化水

平，从而能够大大提高教学和科研的效率。 

论文介绍了系统开发的背景和研究价值，详细分析了教学科研管理系统的需

求分析和功能设计；通过详细的功能设计，保证了系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论文

介绍了开发过程中应用的模式和技术。该技术在设计上充分利用了 Ajax 技术模

式，大大减少了系统的开发时间和成本，提高了用户对系统的感知度，使用户在

得到快速响应，快速服务的基础上，减轻开发人员建设、维护、管理的压力，变

的轻而易举。 

 

 

关键词：Ajax 技术；Web 应用；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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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technologies, web-based 

applications with the Browser/Server mode has wide range used which is a main 

product of information system.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Web progress more 

fast and facility, exploitation technologies which based on Java platform combines 

with Ajax technology framework is consider as more efficiency one.  

The devising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supporting system in this paper is a 

open system for vast custom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ich is built in an 

Internet-based platform for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researching management. This system deploy framework which use the Ajax 

technology on the Java platform. With the sustained of background data which on the 

MySQL database it can facilitate students and teachers up and download data,  

communication also can reduce human resources invested in theses management, 

improving school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is paper formulates the system's practice value, analyzed the requirement of 

market, under the function designing it is reliable and useful. Through the Ajax 

technology pattern which being used in the system design can greatly reduce the time 

and costs of developing a system, increase modules reuse and system performance, 

easy system changes and maintenance and improve system reliability. 

 

Keywords: Ajax technology; Web syste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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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Internet 的广泛使用，推动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信息化系统被广泛

应用在各个领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如人们借助于网络进行相互交流、相

互通信、共享信息、信息的管理等。教学科研管理系统就是以上运用之一，它已

经广泛地应用于目前的各大高校，实现教学资源的展示、教学资源的上传、在线

交流等功能。本章主要介绍论文的项目背景和项目主要工作。 

1.1 项目背景 

本文希望制作一种新 web 应用管理系统，使得教学辅助系统能够真正的达到

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率的作用。在进行系统设计时、我们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

扩展系统功能，以提高系统质量。整个系统整合了教学资源发布展示平台，教学

管理平台，教学交流平台。使得系统的功能更加丰富，更好的帮助教师和学生之

间实现交流、互动。我们系统的优点如下： 

（1）提高了系统资源的利用效率，方便了教师对于资源的管理； 

（2）有利于师生的相互交流，达到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3）帮助教师更好的管理学生，更便捷的了解学生学习、研究状况； 

（4）加强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提高学习效率。 

由于该系统是面向广大师生用户所以我们可以将该系统设计为基于B/S架构

下。而 Ajax 在该系统上的灵活运用使其有别与其他教学与科研辅助系统，实现

了其他系统所不具有的特色功能，这也是该系统的亮点之一。读者不仅可以从本

文中了解到教学与科研辅助系统的具体功能及其实现方法，还可以通过该系统对

Ajax 的具体应用有个初步的认识。 

1.2  研究现状和意义 

1、现状 

Ajax 是 Web 标准和 Web 应用的可用性理论的集大成者。它极大地改善了

Web 应用的可用性和用户的交互体验，最终得到了用户和市场的广泛任何。目前

Ajax 已经成为了 Web 应用的主流开发技术，大量的业界巨头已经采纳并且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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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最近的动态包括： 

（1）IBM、Oracle、Yahoo!、BEA、RedHat、Novell 等业界领先的公司相继

启动了 Open Ajax 项目。致力于为 Ajax 开发建造先进强大的开发工具。IBM 在

2 月底已经发布了 Open Ajax 项目的 Ajax Toolkit Framework（ATF）1.0，是一个

基于 Eclipse IDE 的 Ajax 开发工具。 

（2）微软开发了自己的 Ajax 框架 Altas，不过主要是和服务器端他们自己

的 ASP.Net 框架配合工作。 

（3）Sun 虽然行动迟缓，但是也将 Ajax 技术列入了 J2EE 的 blueprint（蓝

图）中，作为 J2EE 技术的有益的补充。 

除了上述这些公司之外，Google 公司不可不提，因为正是他们率先采用 Ajax

技术建造出了一大堆非常出色的应用，才将 Ajax 技术引到了聚光灯下。现在国

内诸多软件厂商也正在积极投入开发基于 Ajax 的应用系统。 

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也叫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或面向服务架

构）是指为了解决基于 Web 下的业务集成的需要，通过连接能完成特定任务的

独立功能实体实现的一种软件系统架构。未来的 Web services 和面向服务的架构

(SOA)可能就在于 Ajax。Ajax 是接受和部署 SOA 的催化剂，Ajax 使业务端用户

能亲身体验到 SOA 的好处进而能体现 SOA 策略的价值。那么，当今天的 Ajax

走向 Web services 和 SOA 的时候，它处于什么位置呢？尽管 Ajax 已经展露出其

强大的功能，但一般认为它还是处于早期被接受阶段，其功能与应用还没被充分

的挖掘。但我们坚信在 Web2.0 的今天，Ajax 势必将会引起一个新的潮流。 

2、 意义 

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学校也在努力推动信息化这块的建设。通过对教学

科研管理系统的设计，我们可以将 Ajax 技术应用到里面，提高服务器的性能，

降低学校的支出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学校信息化的建设起到添砖加瓦

的作用。 

1.3 论文组织结构 

论文共有五个章节，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介绍基于 Web 教学与教研辅助系统的项目背景。然后分析国内外

B/S 架构下 Ajax 的发展状况，并阐述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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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分析教学和科研研管理子系统所用到的一些关键技术，并具体

描述了这些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前景，让读者对这些技术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三章  项目的需求分析，对教学和科研管理系统的任务与目标、开发工具、

系统总体设计及系统的可行性进行详细分析。  

第四章  详细介绍教学与科研管理子系统的数据库设计和各功能模块设计

及其具体实现方法，使读者通过该系统对 Web、Ajax 的应用有个初步认识。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总结全文和项目实现的功能等，并指出项目的不足之

处，对项目提出后期的修改方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 

4 

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  

本章主要是项目开发过程中所应用到一些技术的介绍，包括 Ajax 技术的工

作原理、技术特点、应用和前景。 

2.1  B/S 架构 

B/S(Browser/Server) 架构即浏览器和服务器架构。它是随着 Internet 技术的

兴起，对 C/S 架构的一种变化或者改进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下，用户工作界面是

通过浏览器来实现，浏览器通过 Web Server 同数据库进行数据交互。其中极少

部分事务逻辑在前端(Browser) 实现，而主要事务逻辑在服务器端(Server) 实现，

形成所谓三层架构[8]。在三层架构中，客户端接受用户的请求，客户端向应用服

务提出请求，应用服务从数据库服务中获得数据，应用服务将数据进行计算并将

结果提交给客户端，客户端将结果呈现给用户。这样就大大简化了客户端电脑载

荷，减轻了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和工作量，降低了用户的总体成本。 

2.1.1 B/S、C/S 架构的比较 

1. B/S 架构和 C/S 架构 

B/S 架构是一种三层架构的系统。第一层客户机是用户与整个系统的接口。

客户的应用程序精简到一个通用的浏览器软件，如 Netscape Navigator，微软公

司的 IE 等。浏览器将 HTML 代码转化成图文并茂的网页。网页还具备一定的交

互功能，允许用户在网页提供的申请表上输入信息提交给后台，并提出处理请求。

这个后台就是第二层的 Web 服务器。第二层 Web 服务器将启动相应的进程来响

应这一请求，并动态生成一串 HTML 代码，其中嵌入处理的结果，返回给客户

机的浏览器。如果客户机提交的请求包括数据的存取，Web 服务器还需与数据

库服务器协同完成这一处理工作。第三层数据库服务器的任务类似于 C/S 模式，

负责协调不同的 Web 服务器发出的 SQL 请求，管理数据库[9]。 

C/S 是指 Client/Server（客户机/服务器）。C/S 架构是一种两层架构的系统：

第一层是在客户机系统上结合了表示与业务逻辑；第二层是通过网络结合了数据

库服务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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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架构的不同点是，两层架构中客户端参与运算，而三层架构中客户端

并不参与运算，只是简单的接收用户的请求，显示最后的结果。由于三层架构中

的客户端并不需要参与计算，所以对客户端计算机的配置要求是比较低的。 

2. B/S 架构软件和 C/S 架构软件的区别： 

（1）硬件环境不同：C/S 架构软件一般建立在专用的网络上，小范围里的网

络环境，局域网之间再通过专门服务器提供连接和数据交换服务。B/S 架构软件

建立在广域网之上的，不必是专门的网络硬件环境，只需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就行，

比起 C/S 有更强的适应范围。 

（2）对安全要求不同：C/S 架构软件一般面向相对固定的用户群，对信息安

全的控制能力很强。一般高度机密的信息系统采用 C/S 架构适宜。B/S 架构软件

建立在广域网之上，对安全的控制能力相对弱，可能面向不可知的用户。 

（3）对程序架构不同：C/S 架构软件可以更加注重流程，可以对权限进行多

层次校验，对系统运行速度可以较少考虑。B/S 架构软件对安全以及访问速度的

多重的考虑，建立在需要更加优化的基础之上，比 C/S 有更高的要求。因此 B/S

架构的程序架构是发展的趋势。 

（4）软件重用不同：C/S 架构软件可以不可避免的整体性考虑，构件的重用

性不如在 B/S 要求下的构件的重用性好。B/S 架构软件对的多重架构，要求构件

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能够相对较好的重用。 

（5）系统维护不同：C/S 架构软件程序由于整体性，必须整体处理出现的问

题以及系统升级。因此升级相对较难，甚至可能要再做一个全新的系统。B/S 架

构软件由构件组成，方便构件个别的更换，实现系统的无缝升级。 

（6）用户接口不同：C/S 架构软件多是建立的 Window 平台上，表现方法有

限，对程序员普遍要求较高。B/S 架构软件建立在浏览器上，有更加丰富和生动

的表现方式与用户交流，并且开发难度大大降低。 

2.1.2 B/S 架构软件优势和劣势 

1. 优势 

（1）无需客户安装软件。B/S 架构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操作

而不用安装任何专门的软件。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就能使用，客户端零维护。

系统的扩展非常容易，只要能上网，再由系统管理员分配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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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了。甚至可以在线申请，通过公司内部的安全认证后，不需要人的参与，

系统可以自动分配给用户一个账号进入系统[10]。 

（2）维护和升级方式简单。目前，软件系统的改进和升级越来越频繁，B/S

架构的产品明显体现着更为方便的特性。对大型单位来说，系统管理人员如果需

要在几百甚至上千部电脑之间来回奔跑，效率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但 B/S 架

构的软件只需要管理服务器就行了，所有的客户端只是浏览器，根本不需要做任

何的维护。无论用户的规模有多大，有多少分支机构都不会增加任何维护升级的

工作量，所有的操作只需要针对服务器进行；如果是异地，只需要把服务器连接

专网即可，实现远程维护、升级和共享。所以客户机越来越“瘦”，而服务器越

来越“胖”是将来信息化发展的主流方向。今后，软件升级和维护会越来越容易，

而使用起来会越来越简单，这对用户人力、物力、时间、费用的节省是显而易见

的，惊人的。因此，维护和升级革命的方式是“瘦”客户机，“胖”服务器。 

（3）成本降低，选择更多。大家都知道 windows 在桌面电脑上几乎一统天

下，浏览器成为了标准配置，但在服务器操作系统上 windows 并不是处于绝对的

统治地位。 现在的趋势是凡使用 B/S 架构的应用管理软件，只需安装在 Linux

或 Unix 服务器上即可，而且安全性高。所以服务器操作系统的选择是很多的，

不管选用那种操作系统都可以让大部分人使用 windows 作为桌面操作系统电脑

不受影响，这就使的最流行免费的 Linux 操作系统快速发展起来，Linux 除了操

作系统是免费的以外，连数据库也是免费的，这种选择非常盛行。 

（4）硬件升级简单。在对已有硬件投资的保护方面，两种架构也是完全不

同的。当软件应用范围扩大，系统负载上升时，C/S 架构软件的一般解决方案是

购买更高级的中央服务器，原服务器放弃不用，这是由于 C/S 软件的两层架构造

成的，这类软件的服务器程序必须部署在一台计算机上；而 B/S 架构则不同，随

着服务器负载的增加，可以平滑地增加服务器的个数并建立集群服务器系统，然

后在各个服务器之间做负载均衡，有效地保护了原有硬件投资。 

（5）数据更加安全。由于 C/S 架构软件的数据分布特性，客户端所发生的

火灾、地震、病毒等都成了可怕的数据杀手。对于大型的异地软件应用，C/S 架

构的软件必须在各地安装多个服务器，并在多个服务器之间进行数据同步。如此

一来，每个数据点上的数据安全都影响了整个应用的数据安全。因此，对于大型

应用来讲，C/S 架构软件的安全性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对于 B/S 架构的软件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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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数据集中存放于总部的数据库服务器，客户端不保存任何业务数据和数据

库连接信息，也无需进行什么数据同步，所以这些安全问题也就自然不存在了[3] 。 

（6）无数据一致性问题。在 C/S 架构软件里，对于异地经营的大型集团都

采用各地安装区域级服务器，然后再进行数据同步的模式。这些服务器每天必须

同步完毕之后，总部才可得到最终的数据。由于局部网络故障造成个别数据库不

能同步不说，即使同步上来，各服务器也不是一个时点上的数据，数据永远无法

一致，不能用于决策。对于 B/S 架构的软件来讲，其数据是集中存放的，客户端

发生的每一笔业务单据都直接进入到中央数据库，不存在数据一致性的问题。 

（7）数据实时性。在大型应用里，C/S 架构不可能随时随地看到当前业务的

发生情况，看到的都是事后数据；而 B/S 架构则不同，它可以实时看到当前发生

的所有业务，方便了快速决策，有效地避免了企业损失。 

（8）数据可溯源性。由于 B/S 架构的数据是集中存放的，所以总公司可以

直接追溯到各级分支机构（分公司、门店）的原始单据，也就是说看到的结果可

溯源。大部分 C/S 架构的软件则不同，为了减少数据通信量，仅仅上传中间报表

数据，在总部不可能查到各分支机构（分公司、门店）的原始单据。 

（9）服务响应及时性比较。企业的业务流程、业务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必然会不断调整。软件供应商提供的软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所以，对已经部署的软件产品进行维护、升级是正常的。C/S 架构软件，由于其

应用是分布的，需要对每一个使用节点进行程序安装，所以即使非常小的程序缺

陷都需要很长的重新部署时间。重新部署时为了保证各程序版本的一致性，必须

暂停一切业务进行更新，其服务响应时间基本不可忍受。而 B/S 架构的软件不同，

其应用都集中于总部服务器上，由构件组成并且各应用结点无任何程序，一个地

方更新则全部应用程序更新，可以做到快速服务响应，实现系统的无缝升级。 

2. 劣势 

（1）网络带宽问题：B/S 架构软件中所有的用户都是通过一个 JDBC 连接缓

冲池连接到数据库的，用户并不保持对数据库的连接，用户数基本上是无限的，

因此在广域网中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但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 Http 技术的广

泛应用，这个问题应该是越来越小。 

（2）应用服务器运行数据负荷较重。由于 B/S 架构管理软件只安装在服务

器端上，网络管理人员只需要管理服务器就行了，用户界面主要事务逻辑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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