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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自主研发的精品课程管理系统。自主研发是为了适合本地区和本校的

各项评价指标，研发出具有特色的高校精品课程管理系统。通过精品课程管理系统

的应用，大量减少传统精品课程评审中的资源浪费，节约评审时间、提高评审效率，

加强评审可信度，将精品课程的申报人员从繁杂的程序中解脱出来。随着系统的不

断升级、各项功能的不断优化、申报人员和评审人员观念的不断更新、数字化模式

的工作与实际需求的不断结合，精品课程管理系统将会在学校的学科建设、教学改

革等方面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本人在系统中主要完成了系统整体构架，包括系统的数据访问层的设计与实

施。在系统整体构架的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了各院校对精品

课程管理系统的多种设想，按照原型设计的软件工程思想完成系统，先开发出 基

本的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终达到我们系统的预期目的。 

在数据访问层的设计与实现过程中，我们采用了 c#中自写 namespace 的方法，

该命名空间中包含了系统中所有的数据库操作的类，大家在协同开发的过程中只要

调用各个函数就可以完成数据库操作。这样，加强了系统的安全性，简化系统的开

发难度，同时也缩短了系统的开发时间。 

 

关键字：服务组件; N 层结构;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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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bout a fine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our own research. 

Our ow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and the university is made to suit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we have developed a unique college curriculum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courses, 

we hope to reduce the significant waste of resources in the traditional assessment of fine 

courses, cut down assessing time,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ssessment and increase our 

credibility, thus free the applicants from the tedious and complicated procedures. With the 

system constantly being upgraded, the constant optimization of various functions, the 

renewal of the concepts of reviewer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models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work,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ill introduced play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I myself have mainly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verall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design and execution of system data accessing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overall system skeleton, I consulted the massive materials, collected and 

reorganized various ideas and thoughts about high-quality goods curriculum management 

system put forward by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pleted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rototype design software engineering, first developed the most basic function, 

perfected it gradually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use and finally achieved the anticipated 

goal of our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carrying out data accessing level, I have used the 

method of namespace which contains all database operation varieties. In the coordinated 

process, everybody can complete the database operation if he puts each function into use. 

Therefore, in this way we manage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security, simplify difficulties 

of developing a system and reduce the time of developing a system. 

Keywords: Service components; N-layer structur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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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主要载体和手段，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教

育教学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深化改革、提高质量、

持续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精品课程建设工程的适时推出，不仅具有极强的针

对性，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它是一项以点带面的改革，即以精品

课程建设为突破点，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高水平课程，以整体教学内容

改革为面，推进高校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科学理解精品课程的内涵是建设好精品课程的前提和基础。教育部提出，

国家精品课程就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

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五个一流”提出了课程建设的明确目标，

揭示了课程建设的基本宗旨与丰富内涵。首先，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在众多

高水平课程中优势比较全面、特色比较明显的课程。课程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的重

要体现和专业建设的重要依托，一直是教学改革的前沿阵地，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推出了一系列有关课程建设的重大举措，课程建设

受到了各高校的高度重视。因此，目前推出的一批精品课程，是多年课程建设优

秀成果的全面总结。从另一方面讲，精品课程分别代表国家、省、校三级层次的

水平，某一层次的精品课程都是相对意义上的高水平。其次，它是一个发展的概

念。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课程建设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体现不同的特色。精

品课程评判标准必须科学地、完整地反映精品课程的基本特征。随着认识的逐渐

加深和对课程要求的不断变化，其标准也会随之发展变化。而且任何一门精品课

程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一个不断吸收新成果、适应新形势的动态发展

过程。第三，它是一个多样化的概念。即目标定位的多样化、创建模式的多样化

和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多样化是独具特色和教学创新的必然要求。统一标准和模

式不仅不会产生高水平且多样化的精品课程，同时也与多样化人才培养要求不相

符合。 

课程设置受到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者和社会需要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是

实施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等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它体现了学校办学

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特征。精品课程代表了学校课程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方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 论 

 2

向，对推进学校课程整体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基础设

施和教师队伍的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这就需要 大限度地整

合和利用现有优质教学资源。精品课程建设正是希望通过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共

享优秀教学研究成果，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促进各校课程建设的发展和教学改

革，提高教学质量。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师资、学生、教材、教学思

想、教学管理、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方面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工程。因此，精品课程建设应该是以现代教育思想为先导，以提高师资队伍素

质为前提，以建设相应层次的、具有较强针对性和适用性的优秀教材为核心，以

教学内容现代化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平台，以科学的管理体制为保障，

以推进教学资源共享为原则，集教学理念、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

育技术、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于一身的整体建设。教育部明确强调精品课程重点

建设的七个方面，是对精品课程的系统和全面总结。纵观这些措施可以发现，它

们始终是围绕一个根本目的，即提升教学质量。 

精品课程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完成，不能一蹴而就，也非一劳永逸。它需要教师着眼于现实建设、着眼

于未来发展，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方法，使课程始终保持可持续高水平的发

展。要求高校在思想上认识精品课程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在制度上形成良

性机制与有力保障，在管理上应用现代化手段，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研究，在配

套工程上形成配合与支撑。 

1.1 精品课程管理系统发展历程 

精品课程管理系统是教育改革指导下信息革命的产物，也是社会信息化的

重要技术保证。回顾近 20 年来微电子技术的进步、Internet 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和计算机的普及。为适应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时代要求，各高校纷纷引入各种

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网络化教学模式作为当前国际上飞速发展的一门综合性

新学科，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信息化、网络化教学模式是教育改革信息化 重要的标志之一，它将人、

计算机和各种多媒体信息三者结合为一个体系，构成一个服务于教学一线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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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的人机信息处理系统。通过提高学习效率，使用先进的

网络设备和各种综合技术，相关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教学信息资源，从

而提高教学效率，辅助教学管理层，将现代化教学模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精品课程管理系统工作原理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精品课程管理系统工作原理图 

1.2 精品课程系统定位 

精品课程系统是精品课平台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通过综合教学设计，

以互联网络为主要交流平台建设的教学科目内容及实施教学活动的总和。它是精

品课体系中，对外展示的窗口，又是能否很好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的关键。所以，

它既不能做成网站未经教学设计所设立的吸引用户的课程，也不能仅仅是一般性

的辅助性网络教学资料的堆砌。 

首先，精品课程系统服务的对象是主要应该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学习的

各级各类学生。所以，在进行精品课程系统建设时，应时刻树立以学习为中心的

思想，充分发挥精品课程系统的优势，创建有利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

的教学模式。 

其次，精品课程系统服务的对象是从精品课教学平台汲取丰富资源的广大

教师。便于他们针对自己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合理而有效的授

课模式。这就要求在精品课程系统的建设中，能够在多个层次上考虑到各级各类

学校的情况，做到优质教学资源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国家精品课程建设要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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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上网并免费开放，

鼓励将网络课件、授课录像等上网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这也正是国家

精品课教学平台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在课程建设时，一定要立足全国，

时刻牢记课程面对的是千千万万各级各类不同层次的广大师生。尤其是教学资源

相对匮乏的普通高校，他们对利用精品课平台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有着更为迫切

的需求。例如，有些精品课建设，从教材到课件都十分重视同国际接轨，名师授

课、外文教材、外文课件。这对于课程建设者所在的学校以及全国一流大学的学

生是适用的，而对广大急需通过国家精品课教学平台提升教学质量的普通院校的

学生缺乏足够的帮助。只有构建高质量多层次的精品课程系统才能在高校建立基

于网络的远程学习环境，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高质量的支持服务。 

精品课程系统与课堂教学的关系，也是在精品课程系统定位中必须加以明

确的。就目前情况而言，对于多数高校的学生，精品课程系统只能是传统课堂教

学的一个有机补充，是实现个性化教学的一个平台。所以，现阶段精品课程系统

只能是课堂教学的一个有机补充，它不可能代替传统课堂教学。通过精品课程系

统提升教学质量，实现个性化学习，决定了精品课程系统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

应该充分认识到课堂教学和精品课程系统教学的教学目标是一致，都是以使受教

育者得到教学信息，掌握知识为 终目标的。两者既不互相替代，又共存并行，

关键在于找到能够发挥两者优势的新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不管是作

为精品课程系统的建设者，还是使用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精品课程系统教学中

去，给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课程教学资源的使用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综上所述，在精品课程系统的定位时，首先，必须充分考虑它的服务对象，

尤其是急需通过这个平台提升教学质量的使用对象；其次，课程建设的目标是实

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还有，是精品课程系统与课堂教学的关系以及教师应该扮

演的角色。 

1.3 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实施精品课程建设的优越性 

高等学校对精品课程网络建设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指导，缺少统一

的、合适的网络教学平台。为解决精品课程网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构建统一

的网络教学平台，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实施精品课程建设。 

(一) 便于学校的统一组织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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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统一配置服务器，统一实施网络管理。技术管理、技术维护得到加强，

具有统一的管理机制，促进课程的长远建设。便于学校实施统一的规划和宣传力

度，统一考虑制作质量。也便于开展各级课程的评价、评审工作。 

(二) 省时省力 

课程组成员主要精力放在课程内容建设上，无须关心网站技术问题，有效

解决了技术问题。 

(三) 便于课程自身教学管理 

平台自有的教学管理功能，为课程的教学管理提供方便。比如，用户可以

分级为学生、教师、管理员、访客等，各级用户赋予不同的权限。 

(四) 有利于开展网上教学活动 

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辅助教学，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发布与更新

教学资源信息，发布作业、开展答疑、讨论、批改作业和测试等教学活动。使得

精品课程真正用于教学，克服课程建设与教学应用脱节、与人才培养目标脱节的

弊端，使精品课程收到更加显著的教学效果。 

(五) 有利于课程内容更新与调整 

基于网络的教学平台备课功能，教师可以随时自主修改、调整与更新课程

内容，控制课程内容的发布。 

(六) 便于协同工作 

基于网络教学平台，教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学生用户可以协同工作，

发挥各方面的能动性和参与机制。 

(七) 能够带动网络辅助教学开展和精品课程系统资源建设 

精品课程是示范性课程，对高校课程建设具有积极的、显著的示范作用和

深远意义。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能够推动学校整体上网络辅助教学开展，促

进精品课程系统资源建设“工程化”实施。建立标准化的网络教学资源库，推动

课程建设整体发展。 

1.4 本系统的特点及优势 

本系统作为精品课程辅助教学的支持系统，采用 B/S 技术开发，它利用现

代计算机、通讯、多媒体和软件技术，由数据中心（数据库）、系统软件和信息

支持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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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以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学和多媒体技术等为基础，结合精品课程

自身的特点并利用当今 先进的开发工具.NET 来进行系统的开发。功能全面、

操作方便、具有完善的系统管理和权限管理，并具备高度个性化和可扩充性。 

1. 注重完善的系统管理和权限管理 

数据安全性的管理其实比功能更要重要，本系统对重要数据设置了多层数

据安全屏障，有完善的系统管理、权限设置、输入锁定等功能。 

2. 贴近学校、面向社会，符合国家要求 

依托学校的现有情况，按照我省的精品课程申报要求，我们的系统包含的

各项内容均按照国家精品课程申报评选要求设定。同时为加强精品课程在教学中

的辅助职能，学校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以促进精品课程的发展。 

3. 适合不同规模配备 

软件从设计时即考虑到我国现有基础网络的状况，跨平台的客户端支持单

机、对等网、Windows 2003、Windows NT、Win2000 professional/server/advanced 

server 等，本软件对网络硬件环境要求不高。 

4. 软件可伸缩性 

精品课程管理系统是基于 B/S（浏览器/服务器）结构的 Web 应用系统，可

应用于单机或网络等不同的环境，适合各种复杂的应用要求。 

5. 数据库兼容性 

系统的后台数据库是 SQL Server2005，支持和当今主流的大型关系数据库

进行数据交互，如 SYBASE 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8.0.1、SYBASE SQL 

SERVER 10.0/11.0 等。并提供数据的备份与恢复功能，数据安全性好，不会出现

网络堵塞现象。 

6.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开发小组由专业计算机人员和相关教学专家组成，以计算机科学、软件工

程学、多媒体技术等为基础，结合各方面使用者的意见和建议，利用先进的开发

工具.Net 来进行系统的开发。软件界面美观、功能贴近用户、操作简单又规范。 

7. 系统包含了多级的安全机制 

 数据周期备份功能； 

 系统管理员必须通过帐号、口令对系统进行管理，防止非法用户侵入数

据库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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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操作者只能进入被授权的功能项进行操作； 

 分角色、用户组、个性化用户权限设置等方法对用户权限进行管理。 

8、系统的模块化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各模块之间功能清晰，并且各个使用者可以根据自

身需要灵活设置适合自己的管理体系。系统中的项目、代码还可以自定义，学校

可设置使用 合适的项目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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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品课程管理系统开发平台简介 

随着网络经济的到来，微软公司希望帮助用户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利用任何工具都可以获得网络上的信息，并享受网络通信所带来的快乐。.NET

战略就是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设立的。 

微软公开宣布，今后将着重于网络服务和网络资源共享的开发工作，并称

将会为公众提供更加丰富、有用的网络资源与服务。微软新一代平台的正式名称

叫做“新一代Windows服务”（NGWS），现在微软已经给这个平台注册了正式

的商标——Microsoft .Net。在.Net环境中，微软不仅仅是平台和产品的开发者，

并且还将作为架构服务提供商、应用程序提供商，开展全方位的Internet服务。在

谈及这个平台中使用的新技术，微软透露，它将在.Net环境中提供更多新产品和

一揽子的全套服务。 

Microsoft .NET平台的基本思想 侧重点从连接到互联网的单一网站或设备

上，转移到计算机、设备和服务群组上，使其通力合作，提供更广泛更丰富的解

决方案。用户将能够控制信息的传送方式、时间和内容。计算机、设备和服务将

能够相辅相成，从而提供更丰富的服务，而不是像孤岛那样，由用户提供唯一的

集成。企业可以提供一种方式，允许用户将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无缝地嵌入自己的

电子构架中。这种思路将扩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由PC赋予的个人权限。

Microsoft .NET将开创互联网的新局面，基于HTML的显示信息将通过可编程的

基于XML的信息得到增强。XML是经“万维网联盟”定义的受到广泛支持的行

业标准，Web浏览器标准也是由该组织创建的。微软公司为开发它投入了大量精

力，但它并不是Microsoft的专有技术。XML提供了一种从数据的演示视图分离

出实际数据的方式。这是新一代互联网的关键，提供了开启信息的方式，以便对

信息进行组织、编程和编辑；可以更有效地将数据分布到不同的数字设备；允许

各站点进行合作，提供一组可以相互作用的“Web服务”。 

Microsoft .NET平台包括用于创建和操作新一代服务的.NET基础结构和工

具；可以启用大量客户机的.NET User Experience；用于建立新一代高度分布式的

数以百万计的.NET积木式组件服务；以及用于启用新一代智能互联网设备

的.NET设备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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