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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务管理系统是实现教育管理信息化的重要因素，是高等教育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完成日趋繁杂的教务工作，提高信息流通速度，便于师

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Internet 的迅速发展为人们获取各种信息和服务提供一个

新的途径，基于互联网的高校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已经成为当今重要的一种管理

信息模式，它在提高工作效率，迅速提供各类教务信息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针对教务管理用户较集中、处理数据量大的情况，本文采用 B/S 和 C/S 模

型互补的方式，设计一个基于.NET 的教务管理系统。对于业务逻辑十分复杂而

且数据量很大的模块尽量采用 C/S 结构，而对于查询和小数据量业务的模块则

采用 B/S 结构，这样可以减少客户端的维护量。 

本系统按照软件工程规范进行分析与设计，运用结构化软件开发技术，针

对教务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数据流程和功能需求等进行开发。描述系统的需

求分析、总体设计、功能设计、系统实现和测试。为了保证系统长期有效的运

行，采用了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功能扩展也更易于达到要求。系统

界面友好，便于用户操作。 

 

关键词：教务管理；ASP.NET；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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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realizing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it’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er 

school education management. It can complete multifarious academic work, increase 

the information flow speed, and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rovides a new way for 

people to obt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and service. Colleg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has become a kind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 it can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effectively, 

and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provid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timely and efficiently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case of user concentration i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data quantity which needs to to be dealed with is very large, the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way that combined the B/S mode with the C/S mode to design the system. If a 

module has very complex business logic and has a very large data quantity, it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C/S mode, but for a module that is convenient for searching and 

has small business data quantity, use the B/S mode is very wise, so that we can 

reduce the maintenance quantity in client. 

This system makes analysis and desig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rm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uses the structured software development techniques to develop the 

business process, data process, and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 then describes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overall design, functional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testing. 

The system adopts advance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to make 

sure that it can run chronically and effectively. The interface is friendly, it’s eas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when facing with a number of function extension. 

 

Keywords：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SP.NET; Dat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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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我国计算机己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必须的

工具，它在各部门的广泛应用有效的促进了办公水平的提高。信息高速公路以

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它的兴起更是打破了传统教育文化观念的束缚，极大

的改变了学校的教育手段和策略，有效提高了教学效率。 

在高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教务管理在高等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重

中之重，它直接影响着教务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高低。近年来随着各大高校招生

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专业设备日趋多样化，各大高校开始实行

教育体制改革，教学管理模式也逐步由学年制转变为学分制，并且学生可以自

主选课。这就要求对原有的教学管理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另外，随着计

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各高校引入了校园网，这就为网上办公提供

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使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更具有先进性、

科学性及规范性，急需开发一个集成化的现代教务管理系统。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 Internet 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计算机网络在国

家的政治及经济发展中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当今社会信息化需求日益增长，

网络信息技术便成为国家科教兴国的重要战略之一。而高校信息化作为社会信

息化的标志之一，受到社会的越来越的关注。因此，实现高校的信息化就成为

信息社会发展中各高校的必然趋势。由于高等院校的教务管理工作量大，且较

为繁琐，学校的教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不仅要对各种教学信息

进行分析，还要对其分类处理。现有的教务管理软件已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增加

的各种需求。虽然各个学校的管理模式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还是具有很多相

似之处，所以开发适合各学校的综合教务管理系统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一挑战，各高校纷纷加强数字化校园建设，开发能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的

教务管理系统，但大部分软件在使用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如管理

模式较为滞后，与信息技术不能相匹配；软件功能较为单一，难以涵盖高等院

校管理部门的诸多方面；可用性较差，实际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缺乏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NET 的教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 

统一的规划及系统设计，容易形成信息“孤岛”，没有整套的信息编码方案[1]。 

因此，若希望解决各高校教务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就需要建立基于 Web

的教务管理系统，该类系统可以通过网络，把采集到的信息扩展到不同的部门，

从而实现信息的统一管理。这样可以彻底解决教务管理中的很多问题，诸如信

息量大、信息反馈速度慢、信息采集困难、信息准确性低等，从而使教务管理

系统更具先进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另外，基于 Web 开发的应用系统，具有跨

平台性，开发成本低，易于维护等特点。 

正是由于教务管理在高校教学和管理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使他成为维持学

校正常教学秩序的重要枢纽，因此，开发出一套良好的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就

直接关系到教务管理工作的成功与否。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在于： 

1. 对现有的教务管理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有助于提高高校的管理水

平。而培养的人才质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管理水平的好坏，尤其近几年，高校

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为了保证国内高等教育质量能够稳步提高，更加需要开发

先进的教务管理系统。 

2. 改进的教务管理系统不但能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将繁琐的教务管理工

作处理的井然有序，而且可以促进教务改革方略的推出。 

3. 该系统的开发，对各高校及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化管理改革起到一定的指

导作用。 

1.2 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高校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也是其重要标志，现如今，实现高校信

息化是各高等院校发展的趋势。高校信息化变换原有的手工管理方式，通过使

用高科技手段，使管理工作更具先进性及优越性，因此对高校教务管理人员的

要求也相对提高。 

由于高校教务管理改革工作涉及范围较广，各个部门的情况差距较大，因

此需要工作人员深入调研，把握教务管理工作的实质和不同的规律。只有这样，

才能更为合理有效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另外，还需要工作人员能够运用系

统理论对教务管理做详尽的分析，并利用教务管理的基本特征来指导和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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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 

高校教务管理系统的基本特征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整体性 

教务管理系统是从属于高校的，它根据功能可划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各个

子系统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虽然各个子系统都具有其自身的特定

功能，但是它们的整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使教务管理系统发挥整体的优势

性能，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2. 动态相关性 

对教务管理系统来说，无论是内部的诸多因素还是其外部环境，都是在不

断的变化中发展。若要提高教务管理的质量，就必须采取良好的策略和方法，

完善教务的各个环节。 

3. 先进性 

高校是发展科技的良好环境，只有先进的管理系统才能符合高等教育的要

求，克服产品滞后的缺点。建立合理强大的教务管理系统不仅是要注重其短期

产生的效果，更多的是要关注其后期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并且系统还要能

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起到预测的作用。 

依目前来看，国内各所高校已开始进行教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并借鉴、吸

收国外一些先进的教务管理模式，同时，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逐步寻求与探

索适合本校发展的教务管理模式。虽然各高校都将教务信息化的建设视为重点

内容，但是功能极其类似的教务管理系统并不能够满足不同高校的所有需求，

要找到一种符合所有教务管理模式的软件并不是一件易事。因此，为了适应不

断更改的教务管理模式，开发一套适合各高校自身特点，易于维护，移植性好

的现代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是势在必行的。 

1.2.2 发展趋势 

 以所搭建的数字校园网为硬件平台，对高校的教务管理工作使用基于 web

的教务管理系统来实施，该方法能够实现教务管理者对教学过程的监控、评价

及有效控制，其发展趋势可概括如下： 

1．教务管理自动化。对学生能够实行全程管理，即从入学到毕业之前的学

习情况，选课情况及工作情况等。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提出的要求，通过教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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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或者使用电脑的方式进行整个学习过程，体现了个性学习的优越性。 

2．协调工作，提供决策。通过使用教务管理系统，协调各个部门的运作，

为整体教学工作提供服务，同时，对各部门的任务信息进行归纳综合，从而提

出有效的可供使用的决策方案，实现决策支持。 

3．融合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如今每位教师和学

生之间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与交流，教师还可以从一些专家手中解放出

相应的抽象教育管理理论。信息高速公路给授课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学生可以

通过使用多媒体终端的方式进行学习，不受很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诸如学校

规定时间、各科教师授课表等。学生可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的完成

学业。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还可以极大的提高教学的灵

活性。 

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已成为衡量高校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在新的形势

下，不断提高信息化程度，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现代教务管理，通过借助数字

化校园网来实现整个学校的教务管理信息化，是非常值得执行的一项工作。 

1.3 研究内容及目标 

 本文在汲取原有系统的优点的同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构建综合教务管

理系统模型，实现教务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及标准性。同时，开发“现代综合

教务管理系统”，完成教务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用结构化软件工程的设计方法及相关技术对教务管理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和

设计，概括介绍.NET 技术，并将该技术引入基于 Web 的现代教务管理系统中，

研究相关的技术问题，通过建立基于 Internet 的 B/S 和 C/S 互补的结构，可方便

的对数据库系统进行管理和操作。 

通过运用动态网页技术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技术，阐述如何提高系统的

安全性，如何解决访问权限控制问题的方法，进一步保证资源访问和系统登录

的可靠性及安全性。 

系统采用.NET 技术实现，用动态网页的方式管理教务数据库，通过对数据

信息的查询、添加、删除和修改等操作来实现数据库的动态更新。 

设计系统用例，使用系统整体测试、单元测试及集成测试等方法，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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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及各部分功能进行相应的测试。 

本课题研究范围包括系统需求说明、程序设计开发、系统环境构建、系统

测试、技术文档撰写等软件开发过程。 

由于目前的教务管理基本靠手工完成，不仅管理不够科学化，而且工作繁

重、效率低、容易出错。结合各高校教务管理的实际情况，系统设计的总目标

是：综合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实现教务管理的信息化、现代化、科学化和

规范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先进的技术：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保证了现代综合教务

管理系统长期、有效的运行； 

2．实用的功能：提高了学校日常教务管理的需求，符合学校的教务管理模

式； 

3．简单的操作：系统界面友好，易维护和操作，以便用户掌握和使用； 

4．系统易扩展：采用标准的开发流程和技术，使系统面临大量的功能扩展

时能够易于达到要求。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开发并使用现代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保证高校的教

学工作实现系统化、规范化和自动化，从而进一步提高学校各不同教学部门的

工作效率以及教学质量，以这样的方式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方便两

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其新增功能的特色，充分发挥该教务管理系统的优

势，更好的解决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通过开发现代综合性教务管理系统，重点研究系统的业务流程、各模

块功能以及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工作效率。论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绪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内容和目标，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各章节的安排。 

 第二章，开发工具及相关技术。通过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开发工具的特点，

从中选择最适合开发现代综合性教务管理系统的开发工具。 

 第三章，系统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分析现代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的业务流

程，构建系统整体结构图，并设计系统的数据流程及各个功能模块。 

 第四章，数据库设计。根据系统功能需求，对系统进行数据流分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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