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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务管理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整个院校管理的核心

和基础。本文以本人工作单位为例对教务管理系统的开发和设计进行了研究。首

先介绍了国内教务管理系统发展现状及我校教务管理信息化的开发要求，以我校

校园网为依托，分析本系统采用的系统架构方式，经过比较 C/S 和 B/S 结构的优

缺点，确定采用 C/S 与 B/S 混合的结构，两种结构分别实现不同的功能。然后介

绍本系统开发工具的选择，本系统立足于软件开发技术发展的前沿，使用微软公

司推出的 Visual Studio 2005.NET 工具进行开发，文中对.NET 框架、.NET 编程

语言、SQL Server2000、ASP.NET 及 ADO.NET 技术进行了介绍。本系统采用面向

对象的分析和设计，使用统一建模语言 UML 及建模工具 Rational Rose2003 对教

务管理系统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分析，具体包括各模块的用例图、类图、活动

图、时序图、协作图、状态图及布局图等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数据库及

功能模块的主要设计，并对教务管理系统中的难点选课和排课算法做了初步的探

讨。对系统中的关键技术、性能优化以及安全策略的实现进行了研究，并设计了

部分解决代码， 后对本论文的特色及主要工作进行总结，提出全面实现系统的

进一步工作要求。 

 

关键词：教务管理；.NET 框架；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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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of high school is a primary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are the co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college 

management. This paper does a research of the desig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my own working experience. First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quisition of my own 

school. In this part, it bases on the campus net of my school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and finally designs a mixed structure of C/ 

S and B/S to perform different functions. Then, it introduces the chosen 

method of the system development tools. The system uses update software 

technology know ledges, including the Visual Studio 2005, the frame of.NET, 

the .NET plait distance language, SQL Server2000, ASP.NET and technique 

of ADO.NET. This system also uses facing-to method, unifies languages to 

analyze and design objects. Upon those foundations, the paper sets up the 

main design of the database and the function mold piece, and discusses 

selected lesson and row lesson calculate methods; it studies the key 

technologies, developments and security strategies of the system, also 

designs some part of the solution codes. Finally to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thesis and main the work carries on the summary, putting forward 

the further work request of carry out the system completely. 

 

Keyword: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NET Framework;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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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

第一章 前  言 

1.1 国内教务管理系统发展现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

大，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办学层次出现多元化，办学地也由一点发展到多点，

同时进一步推行学分制，这些变化使教务管理部门的管理任务越来越繁重，教务

管理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教务管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学校在教务管理信息化方面开发了不少管

理系统软件，并已开始应用，为提高教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

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原有的管理系统软件大多为专用的系统软件，如《学籍

管理系统》、《成绩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各自独立，且局限在单机或小型局域

网上，信息难以共享，资源冗余现象严重，难以为教育领导者提供决策信息，也

造成管理资源的严重浪费。 

随着当前高校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校园网建设日趋成熟，以现有的校园

网为依托，开发集教务管理各模块为一体，实现教务信息资源的高度集成和共享，

为学生、教师及管理决策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的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条件已经成熟。 

1.2 开发背景 

以本人工作的单位为例，由于我校（原为厦门卫生学校）于 2007.3 升为厦

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校由中专升为大专，校内组织结构、教务管理模式、学

生对象及规模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务管理工作与原来相比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和复杂度。由于我校原来规模较小，在教务管理方面仅使用到由本人在前些年用

VFP 开发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协助学生成绩的处理，其余大部分的工作仍然

是手工处理，尽快使教务管理工作全面信息化对于我校教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

化将起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以我校校园网为依托，建立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解决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

过程管理问题，提高教务管理及相关部门的管理水平和办公效率。因此，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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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目的提出以下目标： 

1、 将教务数据集中管理，实现教务信息资源的高度集成和共享。 

2、 实现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管理。 

3、 为教务管理及相关部门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4、 为教师、学生提供较全面的相关信息。 

5、 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便。 

6、 系统维护方便可靠，有较高的安全性，满足实用性要求。 

7、 通过该系统的实施运行，可较大程度提高管理水平。 

1.3 本文主要工作 

第一章简要说明了国内教务管理系统的发展现状、开发背景及主要工作。 

第二章介绍了本系统的硬件开发环境、分析系统架构方式的选择、开发工具

和开发技术的介绍。  

第三章运用 UML 技术和 Rational Rose 工具对本系统进行较全面的系统分

析。 

第四章说明了本系统的数据库设计，列出了主要的数据表结构。 

第五章概述了各功能模块的设计，并对选课算法和排课算法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 

第六章论述了本系统中的关键技术、性能优化及安全策略的实现。 

第七章是结束语，对本论文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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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发技术和工具 

2.1 硬件开发环境 

此次开发的教务管理系统以我校校园网为依托，下面简要介绍我校校园网的

建设情况。 

我校校园网 2001 年初步建成，并于 2005 年全面升级改造，共有 3000 多个

信息点，校园网采用千兆高速以太网作为骨干网，采用星型拓扑结构，校园网络

系统包括网络中心、教学子网、办公子网、图书馆子网、宿舍子网。中心节点选

用华为 6506R 双引擎核心交换机，选用华为 3952 交换机作为二级接入层。各个

信息点通过楼层内交换机或集线器接入校园网。对外以百兆速率的速度接入教育

网，另外以 4兆光纤加上 4兆 ADSL 接入 INTERNET。中心服务器选用 IBM、DELL

服务器，分别作 WEB 服务器、Email 服务器、代理服务器。网络操作系统采用

WINDOWS 2003 SERVER 操作系统。网络拓朴结构图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校园网拓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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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2 系统架构方式 

2.2.1 分布式软件体系结构简介 

随着计算机硬件、软件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软件体系结构已从早期的集

中式发展为以分布式为主的系统。分布式系统的体系结构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3]
 

一、局域网文件服务器体系结构 

文件服务器是一种基于局域网的方案，其中服务器仅装载数据层，系统应用

的其它层都在客户端实现，仅适用于共享用户相对较少的小型数据库应用系统，

在此就不详述了。 

二、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两层和 N层） 

此种结构也被称为 C/S(Client/Server)模式。 

（一）、两层架构（典型的客户/服务器体系） 

在这种体系结构中，数据和数据处理放在服务器上，而应用逻辑、表现逻辑

和表现层放在客户端。它充分挖掘使用了客户端的计算能力，并使得数据库维护

方便，但是应用逻辑必须在所有的客户端复制、维护，客户端必须健壮，即“胖

客户”，而且数据库由众多客户程序直接访问，导致数据的完整性与安全性难以

维护，当系统升级时，必须同时修改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系统灵活性

差。 

（二）、N层架构 

客户/服务器 N层体系结构是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加入一层或多层应用服

务程序（应用服务器）。设计人员将应用的业务逻辑与用户界面分开，将业务逻

辑放在中间层应用服务器上，从而使客户程序通过中间层间接访问数据库，客户

端修改不影响服务器端。系统升级时，只需对中间层应用服务器进行修改就可以

了，整个系统结构的可扩充性、数据的安全性及系统的动态适应性增强。
[3]
 

三、基于 Web 的体系结构 

基于 Web 体系结构的计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借助浏览器和 Web 服务器、能使

分布式计算层次扩展的 N层分布式计算模式。在这种结构中，把数据表现逻辑事

务从客户端分离出来，部署在 Web 服务器上，应用事务逻辑部署在应用服务器上，

数据处理逻辑和数据本身部署在数据服务器上。这种结构以服务器为中心，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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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瘦小、简化（即“瘦客户”），易于维护和升级；应用事务层可在异构平台的客

户端上共享；分离不同逻辑构件，并采用中间件技术，使得不同的开发设计人员

可以独立设计和维护各自的部分，增强了应用系统结构的动态适应性。
[3]
 此种

结构也常被称为 B/S(Browser/Server)模式。 

下图 2-2 中给出了客户/服务器体系和基于 Web 体系的分层示意图。 

 

 

图 2-2  分布式系统实现分层示意图 

 

2.2.2 本系统架构方式的选择 

目前构建教务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主要有两种：C/S（两层）模式或 B/S 模

式。C/S 模式是传统教务管理系统的主流结构。随着 Internet 的发展，B/S 模式

逐渐成为目前构建教务管理系统的重要架构，究竟选择哪种模式，难定取舍。下

面结合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两者优缺点。 

一、 C/S 模式 

C/S 模式具有如下优点： 

（一）、交互性强：由于 C/S 模式在客户端有较为完整的应用程序，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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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强，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适合教务人员进行大量的数据录入工作。 

（二）、安全性高：基于 C/S 结构的系统一般运行在局域网内，适用安全性

较好的网络协议，而访问系统使用专用的客户软件，能提供更为安全的数据存取

模式，而此项正是教务管理系统 为关注的。 

（三）、数据处理能力强：C/S 模式采用的是双层结构，网络数据传输速度

快，处理大容量信息能力强。 

C/S 模式缺点在于客户端维护成本高，工作量大，软件升级复杂。 

二、B/S 模式 

B/S 模式具有以下优点： 

（一）、开放性高：基于 B/S 结构的系统是一种开放系统，在客户端只要安

装了标准的浏览器软件便可以与服务器进行交互，它满足了开放式信息共享的要

求，对教务管理系统而言，适合解决成绩查询、学生选课等事务。 

（二）、维护简单：客户端维护工作简单，实现了“瘦”客户机、“胖”服务

器。在 B/S 结构中，管理和维护集中在服务器端。 

（三）、能够跨越异质异构网络互联。 

B/S 模式的缺点在于由于采用 Internet 的开放性协议，对系统所必须的安

全保障还缺乏完善的技术措施，防火墙技术并不能完全屏蔽网络黑客和内部人员

对系统的恶意侵袭。另外，由于应用服务器运行数据负荷较重，响应速度较慢，

不利于处理大量数据。 

三、C/S 与 B/S 模式相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单独采用 C/S 模式或 B/S 模式都

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很好地满足需要。鉴于 C/S 和 B/S 各自的优势，在以校园

网为依托的情况下，本系统选择采用 C/S 和 B/S 结合的混合结构，具体情况分析

如下。 

我校教务管理属于校、系二级管理模式：校级管理主要由教务处（教务科、

教研科和教材科）负责，系部管理由各系部教务管理员及任课老师承担。 

对于校级集中管理的部分（主要有系统管理、学籍管理、教学计划管理、排

课管理、成绩管理、教师管理、教材管理等），由于信息量集中、安全性要求高、

交互性强，处理数据量大且地点固定，适合采用 C/S 模式实现，这样由于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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