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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也指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因此，校园

网络环境的建设事成必然。而如何开发稳定、高效的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

是当前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问题。 

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是将网络、数字、智能有机结合的新型教育管

理信息系统。它在校园覆盖网络的基础上，以实现环境、资源、活动的网络化、

数字化、智能化为特色的校园信息全数字化为基本目标。将对教育、教务、教学、

教研等学校工作的各环节进行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管理，可以进

一步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有效性，更实现了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教育拓展。 

论文立足近年来教育信息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学教育教学管理的特

点，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完整、易用、安全稳定的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对学校部门工作的发展乃至全校的教育理念渗透都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不仅提高了中学教育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更进一步推进了中学教

育改革。 

论文首先对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与分析，阐述了建立中学

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必要性。在对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业务、功

能、非功能三方面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该系统进行架构设计、功能设计以及

数据库设计，讨论了该系统实现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最后对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

息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进行了测评。 

 

关键词：数字校园；教育信息化；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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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network technology, 

campus network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evitable as China’s Long 

Term and Mid Term Outlook(2010 to 2020)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s put it that China will speed up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 And how to develop a 

stable and efficient middle school digital campu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the key issue of the current campu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Middle school digital campu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new type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network,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Based on school network, it aims to achieve the digitization of campus 

information featured with establishing a network of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activities. Meanwhile, it also aims to achieve the management the informatization,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hich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better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wo aspects of time and space. 

Grounded on the empirical experienc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we designed a middle school digital campu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is not only complete and easy to use but also safe and stable, which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It improves the scientific and informational level of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reform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thesis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and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middle school digital campu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function and non-function of the middle school digital campu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e thesis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e, function and 

database, discuss the key problems of the system and evaluate the fun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digital campu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Key Words: Digital Campus;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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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 

从二十世纪 70 年代美国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提出 E-campus

计划，到 1990 年的美国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推出“数字校园计划（The 

Campus Computing Project），再到美国副总统 Al Gore 于 1998 年“The Digital 

Earth”演讲，从这之后，数字校园概念正式走进我们的生活中[1]。 

数字校园就是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在校园覆盖网络的基础上，使设备、

资源以及教学、办公等全部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的统一管理平台[2]。 

当前，学校已开通校园网，建成了千兆主干校园网，实现了全校网络连通，

仅中学部就建成 55 间多媒体双向互动教室（教室内有联通网络的计算机和与之

相连的 60 吋彩色电视机）1 个网络中心控制室；建成了存贮量 3T 的公开课、微

课资源库、教师课件库、影视资源库等。  

现在，摆在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是如何使已有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一

方面考虑到有效利用当前资源；另一方面考虑到要无纸化办公，把学籍、成绩、

印刷、接送等各部门负责的事情整合起来，减少无沟通的独立部门子系统运作，

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形成类似可汗学院模式的教育教学网络空间，便于

学生利用手机、ipad 等工具登录资源空间学习。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学校当前的实际情况，建设“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

统”势在必行。 

1.2 课题研究意义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学校，不论是大学还是中

学、小学都建立了相应的学校网络系统，通过学校网站建设，不仅可以以此方式

来塑造学校的形象，宣传学校教育理念，强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可以

很好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和开发具有如下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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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务管理方面：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完全信息化、数字化

和智能化的软件系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网络互通校园，其极大的改善目前手

工和半自动化的学校管理的现状，改善了一些管理中存在的无序现象，简化了很

多业务步骤，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2、教学服务方面：完善了学校各部门工作的工作流程，使学校的工作制度更

加规范，使得学校的各部门工作流程更加清晰，省去了独立的办公系统、学籍系

统等，实现了部门工作交流整合，形成统一、规划的工作平台，更好的为师生服

务。 

3、教育教研方面：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不仅实现了管理上的

信息化、数据化，更实现了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教育拓展，利用数字校园使公

开课、微课资源的内容得以随时呈现，学生更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体现出教学

内容的广泛性，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获取率，提高教师公开课、微课资

源利用率。师生互动教学提供了超越时间、空间、环境和心理交流的可能性，从

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4、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只是目前我国数字校园建设的一部分，

虽然目前还未全面达到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管理，但是本文所研

究得内容也提出了一定的方向对进一步加强我国数字校园建设做出了一些贡献。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数字校园研究现状：  

     美国中学数字化校园的发展：1996 年美国教育部首次制定《National Educa

tional Technology Plan》（NETP），2000 年美国 ET-CEO 提出数字化学习的观

念，2005 年的 NETP 中提出“支持 E-Learning 和虚拟学校”，2010 年的 NETP

中提出“转变美国教育：以技术为动力的学习”[3]。 

英国中学数字化校园的发展：英国高度重视促进数字化学习，1998 年启动

了 National Grid for Learning，英国教育部也出台了《e-Strategy - Harnessing 

Technology，2005-2010》等[4]。 

韩国中学数字化校园的发展：1997 年韩国教育部推出“教育信息化物质基

础建设工程”，2000 年推出《教育信息化综合发展方案》，并于 2003 年投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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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NEIS（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5]
。 

2、我国数字校园研究现状：   

我国在 90 年代开始实施高等学校大规模的信息化建设，这比西方发达国家

晚了 10 至 20 年左右，从 2002 年开始，清华、复旦等高等学府开始了“数字校

园”建设，目的是提高学校的整体规划，从此，信息化建设在高校中得到长足的

发展[6]。 

数字校园的整体化改革的思想是教育信息化的一种解决方案，在部分高校建

设数字化校园规划得到教育界的充分认可后，中学也青睐于数字校园，不仅启动

数字化校园建设，而且将数字校园作为学校信息化、智能化教育教学管理的不二

之选[7]。 

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指出：“推

进数字化校园建设”[8]。 

1.4 本文研究内容和组织结构 

应用软件工程方法和信息化技术，设计与实现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包括学籍管理、成绩管理、考勤管理、短信文件管理、智慧课堂管理、后

勤管理（内含：印刷管理、用车管理、接送管理）、缴费管理、设备管理等多个

功能模块，包含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因篇幅所限，本文对系统主要模块进行详

细阐述。 

本文探讨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依据软件工程理论对中学数字校园管

理信息系统进行了全面的需求分析，并进行系统总体设计以及系统各功能模块实

现和系统测试等主要工作。 

在系统的需求分析工作中，首先充分分析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可行

性，其次通过与各部门办公人员、学校的教工、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获取

到系统需求分析，然后对系统用例进行详细剖析，并使用 UML 建模工具绘制用

例图；在系统的设计工作中，依据需求分析结果列出系统的设计原则，进行系统

架构设计，并使用 UML 建模工具的活动图、时序图对主要功能模块进行分析展

示，同时从概念结构、物理结构两方面设计系统数据库，并列出详细数据表；在

系统实现工作中，首先以流程图的方式来展示各模块设计，然后以系统实现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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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展现各功能模块；在系统的测试工作中，主要是阐述黑盒测试法对系统主要

模块的测试情况，系统的测试与软件开发设计流程同步进行，由此能保证系统各

功能提前正常运行。 

论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介绍了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背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行分析，阐述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意义和实际价值。 

第二章，介绍了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需求分析工作，从业务需求分

析、功能需求分析、非功能需求分析三个方面来详细阐述，并以 UML 建模中的

用例图来展现。 

第三章，在上一章需求分析工作的基础之上进行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

的设计工作，首先进行系统的架构设计，包括体系结构设计与网络架构设计，然

后结合 UML 建模工具画出功能模块的活动图和时序图，最后从概念结构、物理

结构两方面设计系统数据库。 

第四章，依据系统需求分析的成果，以及系统总系设计的思想来进行中学数

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实现工作，主要是结合 UML 建模工具画出模块功能流程

图来完成系统主要功能模块的实现，并展现实现界面。 

第五章，介绍了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的测试工作，主要介绍了通过黑

盒测试法进行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测试，列出测试步骤及测试结果与预期结果的

对比分析，最后形成测试报告。 

第六章，进行中学数字校园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和开发等过程的全文总结，总

结系统后期还需要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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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了解用户各部门的工作流程是需求分析的主要目标，这就需要理解用户的需

求，对用户需要的各项功能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而在技术上使软件与用户的需求

尽量一致，在经济上作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在操作上能简单便于教师、学生快

速上手。这需要开发人员与学校系统管理员、教师、学生进行多方面沟通，形成

具体的开发计划，并逐步完善。同时要求开发的系统具有可管理性和可维护性。 

2.1 业务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在开发中的主要作用是解决“要做什么”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了解

学校的工作流程，针对各科室的负责项目来实现相应功能，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中

学的基本情况：此中学含有初中、高中六个学段，有授课教师、生活教师（非授

课，负责学生生活起居）、普通员工，主要科室有教务处、教研室、人事处、生

活科、车队（负责学校车辆安排）、财务室、设备科和信息处（学校网络中心），

下面对各科室负责任务情况及目前状况作简要介绍： 

1、学校有大量公告信息发布，像代课、调课信息需要具体到个别教师，另

外对每次学生考试的成绩或学生近期状态要发送到家长的手中，现有 OA 无纸化

办公系统运行。 

2、教务处总体负责学生的学籍信息、成绩信息、教师录入成绩管理（任课

教师录入、交换改卷录入）等，目前有初中、高中两套学籍系统。 

    3、教研室负责教师的公开课、微课等资源，现采用以教师所教科目、姓名

建立文件夹存放到公共空间，学生根据公共账号登录下载，还不能作到以知识点

为框架供学生学习。 

4、人事处负责对教师每日的考勤、缺勤情况有统计，采用指纹或瞳孔识别。 

5、生活科、车队负责接送管理，主要是学生上报坐校车信息给楼栋生活教

师，各楼栋教师统一上报生活科负责人，负责人统计每周各楼层学生坐校车同学

的下车点以及回校时的上车点等信息，然后申报到车队统一安排车辆，车队的任

务是合理利用校车资源，对用车进行管理，现有独立接送管理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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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活科还负责宿舍管理，主要是对每周日晚学生返校的床位信息进行统

计。 

7、财务室负责学生缴费相关工作，如缴费统计等并与招生办进行核对。 

8、设备科、信息处主要负责设备报修，设备科负责空调、水电等设备，信

息处负责电脑、电话、电视等电子设备。目前报修仍是提交纸质设备报修申请单，

然后由设备科安排具体人员处理，并给出处理后的反馈信息，再由申报人员确认

并签名。 

了解了各科室负责任务及现有情况，系统根据需求设立学籍管理、成绩管理、

考勤管理、短信文件管理、智慧课堂管理、后勤管理多个模块，本论文对其中主

要模块进行详细阐述。 

2.2 功能需求分析 

1、账户管理 

图 2.1 为账户管理功能的 UML 用例图。账户管理是对用户的角色、授权、

部门等进行添加与删除以及教工、学生、家长等账户进行管理。内含五个子模块：

用户管理、角色管理、功能授权管理、部门管理、权限管理，各子模块都具有添

加、删除、保存、导入、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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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账户管理用例图 

 

2、学籍管理 

图 2.2 为学籍管理功能的 UML 用例图。学籍管理主要由教务处人员负责，

其细分为初中学籍、高中学籍两大部分，其中包括学生的学籍信息、学籍变动、

学籍信息检索、奖惩情况四个子模块。其中学籍信息子功能是对学生信息进行综

合处理，它包括新增信息、编辑信息、学籍成绩三个主要功能。学籍信息的每一

个子功能都具有添加、删除、保存、导入、导出功能，学籍变动内含修改信息功

能。学籍信息检索内含学籍信息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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