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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课堂教学作为高等院校落实学生培养的具体工作形式之一，对学生今后学习

能力的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教育模式的不断扩大，课堂教学质量人工统计

监控的方式已难于掌控，因此，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化管理势在必行。由于课

堂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监控系统的建立，势必牵涉其他管理系统的基础性数据，

如何从大量分散的、繁杂的数据资源中提取出综合的监控信息，并安全有效地进

行管理和数据重组，成为一个非常现实且难于解决的问题。论文采用统一数据平

台的解决方案，整合相关系统的业务数据，在学生出勤和教学评价两方面对课堂

教学质量进行监控，为领导者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论文首先研究了课堂教学质量监控的背景和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课

题研究的意义，然后以梧州学院课堂教学质量监控的实际需求为例，按照软件工

程的设计思想依次在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系统实现和系统测试方面

展开分析，详细讨论了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设计与实现过程。 

论文所描述的系统使用 PHP技术进行开发，在系统基础数据来源方面，通过

ETL 实现了异构数据库间的数据共享，为系统提供基础数据的来源的同时大大减

轻了系统数据初始化的工作量；在课堂教学监控方面，通过全方位的对比统计分

析实现对学生的出勤和教师教学评价的监控。系统在梧州学院已投入使用了两个

学期，性能稳定，且有效地调节教学行为，促进整体课堂教学质量提高，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 

关键词：数据共享；教学质量监控；考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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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Classroom teaching, as one specific form of teaching method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school,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in the fu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model, the artificial mode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has som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refore,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imperative. When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establish, other basic data management system, other basic 

data management system are involved, and how to extract the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large number of decentralized, complex data sources 

and the management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data for the leaders to analyze have 

become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To provide data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 

leaders,this research will present a unified data platform as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integrating the relevant business data of the system through the two aspects of 

students’attendance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o monitor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Firstly this thesis searched on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status of context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then gav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And than taking Wuzhou University classroom monitoringfor example,this 

thesissequenceanalyzed the system ofrequirement, outline design, detailed design,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d system testing. according to software engineering design 

ideas.Finally this thesis comple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rious modules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was developed in PHP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 basic data 

sharing among heterogeneous databases was achieved by the use of ETL technology 

greatly reducing the workload of system data initialization.On the other hand,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attendance was monitored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asic data.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have been put into use in Wuzhou 

University for two semesters, and it exhibit stable performance and effectively adjust 

to the teaching behavior,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en 

promoted and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Keywords: Data Sharing;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ttend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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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教育模式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日益凸显，质量、质

量监控、质量保障等词汇在世界各国制定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国际学术研究中频

频出现，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1]。如何加强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切实保障

和提高教育质量成为高校教学改革关注的焦点[2]。而课堂教学，作为高等院校

培养学生的一种具体工作形式，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同

时，课程学习作为培养学生过程中首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课

堂教学质量的影响，教育质量的水平与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两者之间，呈现出

一种正比例的关系。 

然而，据调查结果统计 [3-5]，很多高校的课堂教学质量还停留在手工统计

数据、手工计算分析监控课堂教学的层次上，这种监督方式容易停留在“表层

现象”的监督，缺乏实质性的反馈，因此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方面难以产生巨

大的影响作用。为了弥补这种“观察”研究的缺陷，有些高校开始使用信息化

技术手段进行课题教学监控 [6-8]，但是，这些信息技术化技术手段只是仅仅应

用于课题教学监控这个方面，并没有与其他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改革试验，容易

产生信息孤岛[9-11]，即数据库信息不统一，容易形成数据不一致，导致课堂教

学质量监控失去相应的意义。如何建立一套既能够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监控，

同时又能避免信息孤岛的形成，保持基础数据统一的计算机软件系统，是值得

去探讨研究的。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为了加强高等教育的质量，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高校都已建立了较为

成熟和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系统，这些高校最初关注的是教师的个人教学

水平，但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内部监控和外部保障为一体的教学质量保

障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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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

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内部监控模式[12-19]。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把对教师教学工作的

有效监督和科学评估作为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措施。具体实施的办法：首先，让

学生填写有关课堂教学情况的表格。然后，由院系教学委员会和学校教学研究所

对其进行综合加工、整理，得到每个教师、每门课程的总体意见。最后，根据每

位任教教师情况对其进行相应地指导。 

美国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学质量监控重点以考察学校的教学目

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等工作。一般都是

由第三方鉴定机构负责定期进行考察评估，鉴定工作根据教学水平、教学层次和

取得的成果不同，采用的鉴定标准也不相同[20]。 

英国的一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教学质

量监控主要侧重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监控，即对构成教学质量的计划、过程、管

理三个基本的要素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员性的监控与评估，其基本内容体现

在：教师质量的监控与评估、学生质量的监控和评估、教学效果的监控和评估、

教学条件的监控和评估、教学管理水平的监控和评估等[21]。 

由此可见，国外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主要是根据本国以及本校的实际情况，

采取不同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机制开展的，这些机制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

重大作用，也为我国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1.2.2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扩大，高等教育迅速成为了大众化教

育，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中教学数量的增长与教学质量的下降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22-23]。我国很多学者也意识到：要解决好两者之间的矛盾，最好的方法就

是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因此，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各高校就纷纷引进

国外教学质量监控方面的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加大对高校教学的质量监控，以

及相关的保障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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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己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但由于各校在评价主体、

评价标准、权重比例、执行力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实施的效果也参差不齐。

例如：有的高校监控的主体侧重于教师，考核与评价围绕着教师的教学水平进行

[24-28]，这种监控忽略了教学条件和学生等其它因素；有的高校监控的监控方式以

手工为主，对于数据的收集、统计釆用传统手工方式，这样的监控方法往往由于

工作量大且繁琐，而造成错误，此外，手工方式也延长了数据处理的时间，使得

监控数据失去了时效性，形成的是一种事后评价的监控效果，降低了教学质量监

控的效果；有的高校已经开始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质量监控方面，该做法是相

当与时俱进的，然而该模式下的监控研究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得到成熟的研

究成果[29-32]。 

课堂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监控系统方面，华南师范大学的张忠玉在《基于网

络的课堂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中取得了成果，该系统从

电子教案、教学评价、教学过程、教材选用及考试情况五个方面对课堂教学质量

进行监控，系统基于 B/S 构架模式，分学生、教师、教务人员、院系领导、学校

领导五类用户角色，实现统一界面入口。实现功能有对学生评教、教师同行评教

和和督导评教的统计评分和不同角色用户的得分查阅，以及对电子教案、课堂信

息员记录、教材和考试情况等记录的查看[33-35]。该系统实现功能虽然很强大，但也

有不足之处：①教师任课、学生选课等基础数据由教务人员安排，会给教务人员

增加工作负担和压力；②统计分析评分中可比性不强，如学生、教师、课程的横

向对比；③没有实现考勤监控功能。 

课堂考勤方面，宁波工程学院沈小凤的《基于 RFID 技术的课堂考勤系统设

计》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在系统中她利用 RFID 技术对学生自动考勤，省去了

教师课堂考勤的时间，提高了课堂学生出勤管理的效率。但是除去以上提到的不

足点之外，部署基于 RFID技术的课堂考勤系统需要每个教室都安装读卡器，成本

偏高[36-40]。 

可见，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发一套基于统一数据平台的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

监控系统，是提高其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基于以上高等院校及研

究成果的实践数据表明，这样的构想与设计都是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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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文主要工作 

为了更好的加强课堂教学质量监督，本论文以梧州学院为例，依托“梧州

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工程项目，从软件工程的角度切入，挖掘牵涉相关

系统的基础数据，提出“基于统一数据平台的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监控系统”

的研究设想，具体思路是以监控课堂教学质量为契机，研究如何构建统一数据

平台的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监控系统，旨在加强梧州学院内部教学管理，提升

教育质量，以期对梧州学院数字化校园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本

文所做的工作内容如下描述： 

（1）深入课堂教学实践中进行调研，并深度挖掘牵涉的相关系统数据库，提

取基础数据。 

（2）进行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分析，以及非功能性需求分析。 

（3）研究课堂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监控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包括软件设计

和运行环境部署设计方案，并且对系统的功能模块进行详细设计。 

（4）基于统一数据平台的 ETL技术，实现系统所需基础数据的提取。 

（5）研究实现在课堂考勤和教学质量评价这两个方面来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

监控，重点讨论了课堂考勤在教学考勤和教学评价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1.4 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全文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现状、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以及论文的主要

工作和论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 需求分析，该章节从系统实际需求出发，阐述了系统的总体目标，并

将目标细化为具体模块的需求，首先是统一数据的需求，其次是课堂质量监督功

能性的和非功能性需求两个方面描述需求，最后给出这些需求的可行性分析。 

第三章 系统总体设计，从数据库的设计,系统总体架构设计、网络架构设计、

系统软件架构设计和系统功能模块设计，几个方面着力阐述系统概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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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首先详细设计数据库；其次，设计统一平台；

最后，根据需求完成考勤监控模块和教评模块的详细设计并描述了系统环境的搭

建、代码架构以及功能的具体实现，以及数据库的设计。 

第五章 系统实现，该章节第七章 系统测试，通过功能测试和试运行两个方

面，对系统测试的测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给出了结论。 

第六章 论文工作总结，提出了对未来工作的探讨以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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