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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智能终端发展迅速，特别是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系统更是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相互渗透，这也为学生心理问题

交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本系统结合当前社会学生心理问题现状，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学生心理问题相关理论以及学生心理问题定律技术实现了对

当前学生心理问题的多项指标的远程实时监控，同时，本系统依托 Android 操作

系统 UI 界面人性化、源码开放、使用十分广泛以及封装良好等优势，利用 Android

操作系统在系统领域的绝对权威，推广和普及该系统，对于我国学生心理问题交

流系统的发展，缓解社会学生心理问题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系统可以应用于学生心理问题现状分析、具有即时通讯功能、学生心理

问题测试、学生心理问题干预等方面，总的来说主要功能有：快速准确的获取当

下的学生心理问题现状、监测心里状况、学生心理问题形势在线分析、个人数据

建立、数据智能分析、结合 XMPP 协议实现即时通讯功能等，本系统利用

AndroidUI 设计系统界面，SQLite 轻量级数据库存储健康信息、Android 蓝牙通

信协议及数据传输、图形绘制、摄像头采集图像加工和存储、声音媒体信息处理、

软件工程管理等技术、XMPP 即时通讯协议以及开源服务器 Openfire 等技术，系

统除了实现常规的学生心理问题检测和干预外，还可以利用即时通讯技术，实现

在线学生心理问题咨询和远程监控功能。 

后，文章详细论述了本系统在现阶段成功开发出来的各项模块，并给出

实际运行图和源代码，从实际上实现了一种基于 Android 的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

统，在各个功能模块设计完毕后，系统进行总的测试，主要测试系统在开发阶段

开发的模块工作是否正常，系统运行是否平稳，系统鲁棒性性能如何，是否可以

实现即时分享学生心理问题信息等特色功能，通过实际验证，系统利用相关技术

和理论做到了运行平稳、各模块功能实现良好、鲁棒性和可扩展性较好，可以实

际推广使用。 

 

关键词：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Android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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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mobile intelligent terminal development rapidly, especially based on the mobile 

platform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is more in-depth into all area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which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forum,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in this context,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with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system to 

achieve real-time remote monitoring, a number of indicators o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students in the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of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is system is based on the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UI interface 

humanization, open source code, widely used in packaging and good use of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in the absolute authority the field of mobile operating system 

platform,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mobile system, for student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exchange forum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e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Applied to the status quo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students, with instant 

communication function, analysis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test,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interference etc. this system can, in general the main functions 

are: fast and accurate acces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monitoring heart conditio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situation analysis, 

online personal data,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XMPP 

protocol, instant communication function, this system uses the AndroidUI system 

interface design, SQLite database storage and health information, Android Bluetooth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data transmission, graphics rendering, camera image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storage, sound medi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echnology, XMPP instant messaging protocol and open 

source server Openfire in addi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onventional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outside, also 

can use insta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alize the online student psychological 

quality consultation and remote monitor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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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function module 

of the system, and gives the actual operation diagram and source code, in fact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Android mobile communication forum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design of each functional module is 

completed, the total test system, each function module mainly test system is normal. 

The system operation is stable, how robust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whether can 

achieve real-time sharing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information and 

other features, through the actual verification system, using the related technology and 

theory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each module, stable operation, good robustness and 

scalability, can promote the use of. 

 

Keywords: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roi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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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绪  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伴随着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渐明朗，无线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终端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越发的不可替代，智能终端的市场份额逐年攀升，正

在成为整个互联网络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引擎，同时也促进了基于系统的相关软件

的开发和设计，当下，无线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未来网络发

展的趋势，市场对终端的功能和实时性提出了新的需求，有很多学者在这种背景

下提出了终端加后台服务的设想，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种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左右着终端的发展方向，可以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作为当代网络和

传统互联网相互融合三大产品之一，终端势必成为未来的一大亮点，在这种背景

下，基于终端主流操作系统的相关软件开发变得赤手可热，特别是 Android 操作

系统，已经在系统领域占有绝对优势，本文结合当下背景和实际市场需求，提出

并实际设计开发出一款基于 Android 的个人测试服务系统，为尽快在我国建立一

个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的学生心理问题保障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1]。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拉动了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科技不断革新，基础设

施建设日新月异，各界人士对于学生心理问题和学生心理问题干预越发重视，学

生心理问题干预和学生心理问题相关知识也普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随着

这种需求不断加强，我国学生心理问题体系顺应国情发展，提出了学生心理问题

交流系统的概念，并给出了信息化时代下处理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问题的白皮

书，我国开始高度重视学生心理问题模式的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转变我国长期

以来的学生心理问题模式，把对学生心理问题的神秘感为主转变为普及学生心理

问题知识为主，学生心理问题干预困扰和学生心理问题资源相对匮乏的学生心理

问题现状仍然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做

到学生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参与，而做到这些的难点在于我国人口众多，不可能

每个人都去学生心理问题机构咨询和办理业务，这就说明我国急需一款可以在家

里就可以获取学生心理问题相关知识状况的软件系统来缓解这一矛盾现状，在当

前的社会背景之下本文针对性的在已经身份普及的终端上开发相应软件，利用终

端的普及性和 Android 操作系统的一系列优点，推广和普及该系统，对于缓解我

国学生心理问题现状和为我国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的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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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该系统可以为人们大众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多功能、实时监测、即时性、

交互式的学生心理问题干预服务，该系统的成功开发的主要意义如下： 

（1）提高学生心理问题效率，降低学生心理问题成本： 本系统采用无线网

络技术和智能科学心理问题分析技术、基于 XMPP 协议的即时通讯技术，可以

为用户提供低价、高效、实时性强的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服务； 

（2）为无经验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学生心理问题干预保障：本系统界面

简洁，用户在简单学习后就可以完全掌握系统的应用，为无人指导的干预者提供

大程度上的便捷和依靠，依靠本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干预者家属的重担。 

（3）可以实时记录和监控学生心理问题形势状况：由于本系统具有记忆存

储功能，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生心理问题形势健康资料，通

过这些记录，用户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心理问题形势的异常，预防相关学生心理问

题。 

（4）可以缓解我国学生心理问题设施相对不足的现状：由于我国人口中国，

学生心理问题设施相对匮乏一直是困扰我国学生心理问题水平的一大难题，本系

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难题，用户通过该系统可以足不出户检查学生心理问题

形势，缓解了学生心理问题设施紧张的局面。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国内的研究情况总体是起步晚，但是起步高，但是还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没用大规模部署和应用，更不用说商业化了，总体来说我国在学生心理问题交流

系统领域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国政府敏锐的捕捉到了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

对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所以于今年出台很多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学生心理问

题交流系统产业发展，国家还将相关技术列为重点发展项目，比如国家有关部门

将远程学生心理问题援助、远程学生心理问题干预等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科

研项目，并给与相关资金支持，在我国，虽然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还没有商业

化应用，但是已经有公司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广州某公司 近推出了一款远程

学生心理问题分析软件，该设备通过蓝牙传输和智能终端[2]，可以实现相关干预

者在家里就可以得知当前的学生心理问题形势，并通过蓝牙网络把相关数据传输

到干预者家人的手机或者带有蓝牙设备的其他终端上，这样就大大方便了干预者

家属的干预者学生心理问题形势情况的了解度，家人通过专用网络就可以监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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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者的学生心理问题情况，大大减轻了干预者家属的负担。通过查阅资料和走访

调查，得知，我国很多学生心理问题类高效和相关研究所都把学生心理问题交流

系统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在人才配置和资金支持上予以倾斜，也做出来了

很多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还没有实际推广，所以没有被大众熟悉，现在国内

学生心理问题机构也积极开发相关软件，现在提的比较多的有“家庭学生心理问

题师管家”，“全科学生心理问题师”等，这些相关软件都是基于网络在线交流的，

干预者注册账号登陆后，通过文字或者语音描述自身的学生心理问题，提交后，

有相关领域的学生心理问题师为你诊断，并给出具体建议，总体来说，我国在该

领域的科研水平较高，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导致还没有大规模普及，相信，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在一定学生心理问题方面一定会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3]。 

结合当前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的科研 新现状和形式，本文认为，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将呈现以下优势： 

（1）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有利于慢性学生心理问题的管理和预防，随着

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扩大，人们的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

慢性学生心理问题危机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杀手，慢性学生心理问题危机

主要涉及学生心理问题干预过热、高投入和高风险等，通过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

统来监控这些慢性学生心理问题危机，可以达到管理自身干预健康或者预防相关

学生心理问题的目的。 

（2）提高了学生心理问题效率，有了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用户可以不

用去学生心理问题机构，通过自助的方式随时监控自己的学生心理问题形势状

况，然后学生心理问题形势数据可以通过相关专用网络传给学生心理问题师或者

家人，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学生心理问题业务处理速度，简化了学生心理问题业务

处理流程，从根本上提高了学生心理问题效率。 

（3）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学生心理问题资源相对紧张

的局面，在很多大城市，学生心理问题业务办理难成为一大热点，大城市人后众

多，学生心理问题设施相对滞后，这就形成了矛盾，利用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

可以大大缓解该矛盾，因为应用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可以把大部分干预者分流

在家里，而不用去学生心理问题机构，这样就为真正需要的干预者提供了便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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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论文在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着重关注三个方面即系统的客户端设计与开发、

系统的服务器设计与开发、系统的网络架构设计与开发，系统在查阅大量相关文

献和走访相关专家学者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经验，以系统功能需求为根本指向，

详细设计了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然后重点关注系统服务器的设计，其次论文根

据 Android 操作系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综合分析了系统的发展前景的

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一些新功能，比如利用 XMPP 协议实现即时通讯功能，

现在详述如下： 

（1）分析了该系统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和研究形势，明确系统的主要用户

群的基础上，确定系统的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提出系统的总体框架和实现方

案。 

(2) 分析和总结了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相关知识，包括了 Android 操作系统的

系统优势、系统特点、系统构架和相关接口技术、 后简单论述了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软件开发流程和注意事项，为系统的成功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3）根据系统的相关需求分析做出 适合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和系统结构

选型，在本章完成系统的总体设计和框架设计，为下文打下基础。 

（4）根据系统的实际功能需求分析完成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实现方案，给

出实际运行截图和代码， 后设计客户端的通信技术，必要时，设计系统基于

XMPP 协议的即时通讯功能[5]。 

（5）构建系统的服务器，在这里采用关系服务器结构，采用系统常用数据

库 SQLite 轻量级数据库，并且初步完成数据库的数据清理，为下阶段的系统的

数据存储打下基础，为学生心理问题交流系统数据库打下基础。 

（6）在系统模块设计完成后，为了检验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在论文 后

对系统进行相关测试。 

1.4 文章的结构和内容安排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设计并实际完成一款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个人测试

服务系统，根据论文的主题和主要任务，本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首先从研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方

向出发简单的分析了本课题的优势和发展前景。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 论 

 5

第二章：分析介绍了系统所涉及的关键技术，主要介绍了 Android 操作系统

的软件开发详细流程和本系统的方案概述、SQLite 轻量级数据库的设计与操作

方法、XMPP 协议基础上的即时通讯操作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技术、智能传感器技

术， 后本章简单介绍了系统采用的开源服务器 Openfire 的相关知识。 

第三章：给出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和非功能需求分析，在本文主要从三个方

面论述系统的需求分析，即系统的架构需求分析、功能需求分析、非功能需求分

析等，另外还简单论述了系统的数据库需求，每一种需求分析都给出了例图示意

和各种说明。 

第四章：根据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和非功能需求分析，结合实际，对本系统

的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例如系统界面、系统数据库、系统登录登出、系统即

时聊天、系统联网等五个模块的设计方案，并给出系统功能模块的流程图和相关

类图。 

第五章：在第四章所设计的各个功能模块基础上，对系统实现进行描述，给

出系统的实际运行截图，给出部分核心代码，本章是系统成败的关键章节，在本

章采用给出代码，然后给出运行截图的模式，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第六章：本章的主要任务就是系统功能模块和非功能性能的测试，一般采用

V 测试模型对系统进行测试，即按照单元测试、集成测试、性能测试等环节，

终实际验证了系统的完整性、可靠性、稳定性已经系统维护和更新是否正常。 

第七章：对系统的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然后总结全文，给

出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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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研究 

在本章，主要论述在系统设计开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

Android 操作系统及其周边知识、SQLite 轻量级数据库的设计与操作方法、无线

智能传感器技术、基于 XMPP 协议的即时通讯实现方法、开源服务器 Openfire

的相关知识，接下来详细分析论述相关知识。 

2.1 Android 操作系统及其周边知识分析介绍 

Android 操作系统是本系统所依托的操作系统，掌握好该操作系统的相关知

识对于系统的成功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接下来本文将从三方面详细

介绍分析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相关知识，包括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系统架构及特

性、Android 操作系统的优势和特点、Android 操作系统开发核心组件研究，接

下来对这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介绍。 

2.1.1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系统架构及特性 

经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请教指导老师后得知，Android 操作系统是 linux 的

演变，正因为如此，Android 操作系统的底层架构与 linux 操作系统完全相同，

或者说 Android 操作系统是以 linux 为基础的，总体来说，该系统可以分为四层

即操作系统层、中间件、应用软件及用户界面，在这里采用软件模块的方式建立，

利用这种方式可以使得每层相互独立[7]，每一层变化时不会影响到其它层，鲜明

的特点就是当下层改变时，上层无需变更，Android 操作系统体系结构图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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