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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当今国内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发生改变。现代高

校教育也在不断的寻找创新教育模式，改变现有的一些新的教育模式受到了社会

的接受和肯定。在全国高校当中现今都设立了艺术设计该学科，该学科包括的设

计范围有：平面广告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室

内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等等领域。当今人们对审美要求的越来越高，对这方面人

才的需求非常严格与兴旺，各个行业几乎都涉及到设计人员的需求。为更好的服

务社会发展需求，高校之间对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从各个方面提升素质与专业技

能，为以后国内经济发展培养对口专业人才。 

通过查阅各种参考资料和文献，对系统的背景、现状等进行分析，然后在学

习各种开发平台和相关技术的基础上，确定目标系统基于微软ASP.NET开发平台、

后台使用 SQL Server 数据库。只有在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系统

开发市场需求，对系统设计了总体方案，建立了系统的网络构架、软件构架、总

体功能模块、数据库设计等，针对高校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运行系统的实际要

求以及学生基本信息、管理信息的安全保密性，进行了系统需求的安全性设计。

然而在完成整个系统设计的原则上，对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信息发布模块设计与

实现、班级事务管理功能模块设计与实现、数据统计与输出功能模块设计与实现、

评优评奖管理模块设计与实现、艺术作品展示模块设计与实现、互动社区管理模

块设计与实现、后台管理功能模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系统的设计综合了艺术设计的管理要求，充分调察了高校之间的管理人员、

班主任以及班委等多个角度的需要，本着持续化、实用性、灵活性、安全性等章

则，进行了高校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系统的需求与分析。这种管理系统的运行减轻

了高校该专业管理者的压力，给在校学生带来了管理上的便捷，提高了管理的效

果与作用，达到了管理系统设计的起初目标。 

 

关键词：艺术设计；班级管理；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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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and economy needs, the demand for 

talents continues to change.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innovative education model. Some of the new educational model have been the social 

acceptance and affirmation. Among the National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now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discipline. The range of the discipline includes print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costume design, animation design, environmental design, interior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and so on. People's aesthetic demands today's increasingly 

high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is area and it is very strict and prosperous, almost all 

industries are related to the needs of designers. To better serve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Universities from all aspects of art and design students enhance their 

quality and expertise to train domestic counterparts professionals for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thesis analysi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status of this system by referring all 

kinds of resources and literatures, then determine the sytem developped by Microsoft 

ASP.NET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visual Studio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SQL 

Server database. only make full investigation on the basis of market demand and 

analyze the system development, system design the overall progra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s network architecture, software architecture, the overall 

function modules, database design, etc.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of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clas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running on. Students basic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requirements are security 

design. Then on the complete system design principles for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odule, 

class transaction management modul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tatistics and 

output function modul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module 

appraised awards implementation, artwork display modul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teractive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ul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ackstage 

management function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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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System design combines the art of design management requirements,fully 

examine the need for multiple angles tune managers, teacher and class leadership, 

etc.Follow persistence, availability, flexibility, security, and other rules and 

regulations, demands of Art and Design Class Management System for analysis. 

Running this management system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f the professional managers 

of universities to bring students a convenient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role of management to achieve the first obj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design. 

 

Keywords: Art Design; Class Management;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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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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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开发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随

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调动，市场等对这方面的人才有了很大的

变化。艺术设计作为一种新技术形势下的新型开放式教育模式，受到了社会的欢

迎和认可[1]。该专业有利于人们审美提高，也非常受到现在经济市场需求，近年

来对类似人才的需要不断上升，为更好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全国所有高校都开

设了艺术设计类似这样的专业，为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培养各级专业人才。 随着

社会对艺术设计类型人才需求的增多，各大高校对该类专业的招生人数增加、在

校生规模都逐年扩大，各大高校的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学生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

繁杂。为保证学院办学的质量，既要保证学生管理的质量，又要保证学生管理的

效率，而艺术设计的学生大多数比较活跃，为灵活式的管理模式，所以管理部门

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管理压力，班级管理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在类似情景下，

急需建立一种现代化、网络化的班级管理信息系统，为高校在校艺术设计的同学

提供优质、科学、完善的班级管理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同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也有利于学生真正感受大学氛围，有利于学生对学习、管理信息的及时接收与反

馈，对提高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提高班级服务的质量有极大的帮助。 笔者在

高校一直从事班主任工作，处于班级管理的第一线，对班级管理的流程、班级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班级管理的突破口、学生对班级管理的需求等都有一个全面系

统的认识。同时在厦门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学习几年间，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指导， 

比较系统的掌握了软件工程的理论知识。工作与学习的积累，为高校艺术设计班

级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提供了基础，为此计划开发高校艺术设计班级管理

信息系统，以提高全国各大高校开设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的效率、提升管理质量。   

1.2  国内外研究及发展现状 

1.2.1  班级管理及其方法研究 

班级管理是高校工作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班级也是高校组成中最基本的

单位，班级管理在高校管理流程中起到相当必要的一部分[2]。班级管理最初可以

追溯到十六世纪的欧洲，当时一个名叫罗耀拉的教会学校创立者，首先采用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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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授课制，他的班级授课制与现在的班级授课制大致相同。之后在 17 世纪，捷

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了著名的著作《大教论》，著作正是从学术上提出了班

级授课这一管理组织形式。不同的教学专家与学者对班级管理进行了不同的定

义，笔者认为班级管理是一个广义的定义，对于不一样层次教学对象，班级管理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涵义，如对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进行班级管理与对高校在校生

的班级管理内容差异很大。虽然班级管理的对象不同，其管理内容与涵义有很大

的差别，但是班级管理却有着共同的管理目标：从个体上讲，班级管理要以学习

者的个性差异为基础，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个人潜质，全面提升学习者的自身素质；

从群体角度讲，班级管理要应营造良好的团体氛围，形成积极向上的群体风气，

发挥班集体的优势，促进集体成员的共同进步、共同提高，为社会发展提供优秀

的人才。 具体来说，班级管理包括德、智、体等三个不同方面的内容，针对不

同的管理对象，这三个方面的侧重点与着重点不同，对于艺术设计学生来说，教

学对象为成年人，因此主要倾向于智育管理、德育管理这两个方面，并且以智育

管理为主。在艺术设计班级中，各个班主任也是管理工作的决策者与直接参与者，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班主任要做好管理工作，必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民

主管理、情感沟通、细致管理等，在班级管理中，要注意班级管理的方式方法，

首先班主任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身正为范，然后要加强班级活动，积极与学

生交谈，分析学生的思维动态，并且要充分利用好班级内的管理骨干。班级管理

是一项随机应变能力的一份工作，因为班级管理没有定式，需要从班级的实际情

况出发，班主任只有充分了解了班级以及学院的详细情况，才能够进行有针对性

的管理，做好管理工作。可以说班主任工作是一项颇具艺术性的工作，在管理中

要讲究管理艺术，管理过程中要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分清楚矛盾的轻与重、缓与

急，管理中要留有管理余地。  

1.2.2  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研究现状 

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与通常意义上的班级管理存在一定的差异，艺术设计是建 

立在现代专业技术基础上的新型的教育形式，其教育模式是真实的。通常意义上 

的很多班级管理模式与班级管理方法在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上并不适用。如艺术设

计学生的学习以互动为平台，讲授、学习、问题反馈等环节都通过课堂平台完成，

教学上很难有固定的教室，一般情景下，面对学生的大部分管理都是建立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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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之上，大部分老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沟通，而众多研究都表明，人与人沟

通的多种途径中，面对面沟通是最高效的一种方式。鉴于以上不利因素，艺术设

计班级管理需要另辟蹊径，国内专家学者、教育从业者等也都进行了众多尝试，

如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曾依托于南京大学 BBS 站点搭建了班级管理的平台，班级

管理内容涉及学习、生活、求职等各个方面，在有效进行班级管理的同时加强了

同学相互沟通，深入同学之间感情，拓展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的内涵与功能，效果

非常好，中国教育报曾就此进行了专题报道。艺术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信息化

的教育形式，艺术设计中的很多资源都是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传递的，因此艺术设

计学生管理和班级管理的环节中，更需要充足的发展信息化的优势[3]。根据艺术

设计学生管理的特点和管理方法，对艺术设计班级进行网络化、信息化的管理、

组织、协调、控制，可以实现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化的要求。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信息化建设，在政府的倡议和支持下， 

西方国家很多高校都建立了信息化的网络系统，如教学管理系统、教务管理系统、 

校务管理系统等，同时加快了学校的网络改造，学校联网的时间早于国内高校， 

对信息技术手段、网络技术的利用也比国内高校广泛。早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 

一些国家的大多数高校本已经完成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工作，随着国外在数字化 

校园方面工作的不断开展，教育的信息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入，各种事务的管理 

以及管理的手段都实现了信息化和数字化。反观国内，虽然几年来国内高校的数

字化高校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起

来，高校的数字化校园建设还比较落后，远远不能达到数字化校园的各项要求。 

近年来，在学生管理方面，跟随信息时代的不断更新，信息沟通渠道早已不

仅限于 BBS 这一有限的途径了，一些知名微博、微信群、QQ群等为艺术设计班

级管理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微信群与 BBS 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传递方式

更多，传递信息更广泛，而微博相比博客，内容更加短小精悍，使用起来更加方

便，QQ 群上的消息传递则是实时，同学与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可以掌握

更具时效性的沟通与交流。无论是何种管理方式，博客、BBS、QQ群、微博等都

起到了信息传播载体的作用，都是为艺术设计在虚拟条件下的班级管理提供了一

个技术平台，在这些技术平台下，班主任与同学、同学与同学之间可以建立一种

快速的交流平台，有利于班主任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博客、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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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班级主页、班级微博等传播技术的使用，为艺术设计在实践环境下的班级

管理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随着艺术设计的不断更新，每个学院学生规模持续

扩大，艺术设计的管理流程与管理模式逐渐趋于复杂化。以上技术手段的使用，

只能看作是传统班级管理工作的网络化延伸，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班级管理的模

式，也只有靠一定技术上缓和了艺术设计管理的负担，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的矛盾，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的一个重要的

特征是多样化，但是班级主要以学生为主体，此外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实现传统班

级管理功能的同时，还需要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传递、有效沟通等功能，在这种

形势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构建多样化班级管理模式，是艺术设计班级管

理必由之路[4]。 

目前，针对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的方式并不完善，而且大部分聚集在艺术设计

班级管理管理方法、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如何做好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的思想政治

工作等，对于艺术设计虚拟班级的系统平台建设、如何将现代信息技术与艺术设

计班级管理有机集合等研究非常少，笔者只能凭借有限的文献资料，借助多年来

在艺术设计班主任工作第一线的工作经验，进行相关的研究尝试。 

1.3  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高校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是艺术设计建设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艺

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工作，影响

班主任与同学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有效交流，进而艺术设计教育教学质量产

生影响。这个系统要为艺术设计学生提供全面、及时、便捷的班级管理服务、信

息沟通服务、学习支持服务等。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平台的使用除了要提供丰

富的班级管理功能、学生管理功能之外，还是全面提升学生思想素质、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的重要途径。 

本课题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套功能完善的高质量的班级管理信息系统，在高

校艺术设计未来的班级管理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目的，对高校

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以下研究：1、对艺术设计高校课外学习中心

班主任管理工作、班级管理工作等一线工作需要进行了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

结合软件工程的相关理论，执行系统需要分析，分析系统所需要实现各项功能。

2、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利用工作便利实现充足的调查与分析，归纳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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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管理研究现状和班级管理系统的研究状况。在充足调查的底子上，确定使用

微软.Net 技术平台作为高校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平台，确定使用

SQL Server 2008 作为系统运行的后台数据库[5]。3、在确定开发平台以及数据

库平台的基础上，结合系统设计和开发的相关理论，对系统进行了总体方案设计，

确定了系统的网络构架、系统构架、功能模块、数据库构架等，针对高校艺术设

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的实际需要以及学生信息、管理信息的安全保密需求，

进行了系统的安全性设计。4、在完成系统总体设计的流程上，针对系统的实行、

信息系统实行、学生管理实现、人机接口实现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5、文章论

文进行了设计与实现工作的进展与归纳，面对整个论文流程作了归纳，同时清楚

研究的不足之处，但在往后的研究更有经验。 

1.4 论文章节安排 

本文主要从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系统开发与设计出发，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在

校艺术设计专业班级管理系统的开发及实现的作用及意义，以及系统运用的相关

技术平台。本文主要对班级管理系统详细的需求与分析，对整个系统进行了测试

规划与测试案例分析。本论文从主要框架总共有以下六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重点说明课题开发背景及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内容，

对班级管理及其方法研究以及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第二章是介绍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系统需求分析:主要从业务需求分析、功能

需求分析、非功能需求分析，最后对系统功能的组成、系统的整体流程进行了介

绍和说明。 

第三章为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系统总体设计部分，之后对整个系统所有信息库

执行了概念模型与逻辑结构的设计，最后描述为了增强系统安全性而进行的安全

性设计。 

第四章为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部分，对系统的运行平台进行了介绍，然后针

对系统的一些主要功能，如表格以及数据上传、数据导入导出、数据统计、互动

社区等进行了实现。 

第五章系统测试环节，系统测试方式方法、测试结果执行描述。 

第六章系统的总结与展望，整个项目执行总结与归纳，且对系统开发作出了

展望，提出了该论文还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更好的去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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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2.1 业务需求分析 

2.1.1 系统建设的目标  

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服务于

高校艺术设计管理人员与学生的管理信息系统，系统需要具备技术先进、安全稳

定、信息高效共享等特点。高校艺术设计在最近几年中，慢慢建设了教学综合管

理平台等系统平台，可以为艺术设计提供综合的教学管理、教务管理、课件点播

等信息服务，高校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目的是弥补教学综合管理平

台在功能上的不足，与教学综合管理平台相互结合，为艺术设计主管领导、相关

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学生提供实时的数据查询服务、数据分析服务，实现与现

有系统的功能互补和数据共享，提高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和学生管理的管理水平和

管理效率。具体来说，系统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目标： 

1、全面支持和促进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和学生管理的信息化工作，促进高校

各个管理部门和管理岗位的协调运作，全面提高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和学生管理的

工作效率。 

2、对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和学生管理的服务流程进行总结归纳，规范班级管

理和学生管理的相关工作流程，为艺术设计学生提供统一的服务标准。 

3、系统需要提供功能完善的数据查询与分析功能，能够为学生的评奖、评

优提供数据支持，能够为艺术设计各个管理部门提供相应的数据综合分析功能。 

4、系统的建设应该符合相关的建设标准，系统的各个输入输出接口应该符

合现有的建设标准，能够与已有的系统或者未来将要建设的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在符合以上四点建设目标的基础上，结合高校艺术设计教学点的实际管理工

作需要以及学生对艺术设计班级管理的诉求，艺术设计班级管理信息系统应具有

学生综合信息管理、班主任管理、评奖评优管理、通知公告管理、互动社区管理、

毕业生管理等不同的管理功能与管理模块。系统应具备从学生入读到最后毕业离

校全过程的管理，管理过程中需要针对学生长期不在校等特点进行管理流程与管

理功能的设计[6]。在进行了深入综合分析之后，根据艺术设计班级管理工作的实

践需要，对系统的功能进行了如下规划： 

1、基本信息管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艺术设计大部分数据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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