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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教育迅速发展和普及，如何充分利用

Internet 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营造一个最佳的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校环境的改变，要求教师们要具备

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扎实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娴熟的课程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而为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我们必须从课程设置、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这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

育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本文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管理系统的实现技术

进行了探索和研究，设计开发一套基于.NET 框架的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管理系统，

使教学管理工作更为标准、规范、科学，全面提升教学质量。本系统运用面向对

象的编程思想，采用 B/S 模式的三层架构体系和 MVC 框架结构，使用 C#开发

语言和 SQL Server 数据库管理工具实现了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管理系统。系统实

现了师生信息管理、课程信息管理、课程教学管理、教学资源管理管理、数据统

计分析和系统信息管理模块。 

利用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管理系统这个平台，建立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教

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教学资源的

优化配置，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真正体现“一切为了学生”的理念。 

 

关键词：教学管理； .Net；B/S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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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Web-Based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and popularized rapidly.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that forces us to deeply consider and resolve is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and how to provide the best teaching circumstanc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ing of teaching environment, A 

teacher must have good occupation accomplishment and humanistic spirit, solid 

basic theor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killed courses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for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s, we must optimize courses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 in terms of 

course setting,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means, etc. This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deepening the teaching reform,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also the top design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is dissertation, courses teaching assistant management system is explored 

and researched comb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system is desig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T Framework, mak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more standard, norm, 

science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cross the board.The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thought is used in the system, with B/S mode three-tier system and the 

MVC framework. The process of the courses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implementation is based on C# development language and SQL Server database 

management tools. The system has achieved several modules including Teacher and 

stud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ur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urse teaching 

management,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ystem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 open computer network-based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courses teaching management platform. This teaching model can fully 

mobilize th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autonomy, fully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ruly embod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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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ll for the students" concept. 

 

Key words: Teaching Management; .Net; B/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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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21 世纪的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竞争其实就是

人的 竞争，国家实力的增减主要取决于人才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所以，各国为

了能促进本国的可持续性发展，都在不遗余力的吸引人才，合理的用好人才。但

是，与吸引人才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己培养出有核心竞争力

的人才[1]。因此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教学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

而教学管理质量的高低决定了高校的教学工作能否被科学、规范、高效的组织起

来，教学过程如果管理得不好，教学质量就无法得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很难

得到保障，因此教学管理在整个高校教学工作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相继探索进行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各高校的教学管理

部门也都采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对教学管理的主要环节进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初步实现了对教学管理过程大量数据的集中处理，教学管理部门的管理流程日趋

规范[2]。由于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相当一部分的事务性工作，在较大程度上

减轻了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使教学管理层次与以往纯手工操作方式相比有

了较大提高，在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客观的讲现阶段我

国相当一部分高校在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有很多信息化教学管理理念和

想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教学管理利用信息技术的程度和效率还不是很高， 

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成效还有许多不足,各高校之间教学管理信息化发展水

平的差距还比较大，教学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和提升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于本文将教育学、管理学、电子政务的相关理论知识综

合运用到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的研究中。本课题研究分析了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

建设的背景，对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细致的综

述，探讨了当前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最后提出了改

进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对策建议。本课题研究既对教育学、管

理学、电子政务相关理论的融合和扩展，也是对高校依靠教学管理信息化提升教

学管理水平和质量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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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系统的发展也分可为三个阶段：单机版阶段主要利用

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快、存储方便功能,实现大量数据的简单录入和统计计算；局

域网版阶段是用户通过局域网共享数据信息，实现资源共用；网络版阶段是指在

国家建设数字校园背景推动下,高校的教学、管理、科研等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

变化,教学管理系统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工作[3]。 

广西自治区高等院校共享课程联盟于今年六月份在广西大学创建成立，来自

广西区内的多所学校，以及来自广东、福建及四川省的部分高校及相关代表参加

该联盟创建大会。该联盟是在广西自治区教育厅的倡导和指引下，由广西区内各

高等院校联合组成的开放性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教育联盟。联盟的宗旨，

在于面对信息化教学和教学模式变革的双重诉求，为高校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

变革提供有效保障和个性化支持。 

2014 年 5 月 12 日，深圳大学牵头成立全国地方高校优课联盟。一年多来，

该联盟在慕课课程挖掘和制作、合作共建共享运行机制、跨校学分互认以及平台

课程建设等领域进行探索和研究。现在加盟高校达 88 所，包括深大、南科大等，

上线课程达 25 门，其中深大占半，达到 13 门[4]。深大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学生

只要学习上线课程，并考核过关，深大便可给予相应学分。其还透露，学分制收

费有望今年下半年在深大试点。深大此前已实行弹性学分制度，学生可提前毕业，

但按学分制进行课程管理后，学生能够享受到提前毕业的待遇，学生的自主性也

会得到提高。多位教育专家表示，在线课程的实施，一方面能够提高学生学习自

主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课程教学的共享。但在如何实现学分互认，调动更多老

师、学生参与积极性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更好管理等方面仍有不小挑

战。日前，全国地方高校优课联盟年会暨慕课研讨会在深大举行，与会专家认为，

在线课程在国内迅速发展，与多个原因有关，其中包括在线课程教学模式基本定

型、批量制作课程成为可能；出现多家专门提供慕课的平台，降低高校建设课程

教学门槛和经费投入；普通老师自己制作在线课程等。然而随着课程上线门类增

多，学生选课人数增多，以及联盟高校异地选课、课程辅导、在线评价、在线考

试等一系列课程操作和管理问题也凸显出来。 

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教学管理系统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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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创教务管理系统：该系统使用了 J2EE 技术进行开发，能够被多种操作系

统所支持，并且系统提供了集成接口。该系统使用了流行的 B/S架构，在架构能

够利用计算机网络，减轻客户端的负担。系统中包含教师管理、学生管理、交流

平台等多个特色模块，具有较高的办公效率，使用价值较高，因此在市场上占有

一席之地[5]。 

清华大学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该系统是清华大学开发的一款商业软件，它同

时采用了两种架构，分别是 B/S 与 C/S，C/S 架构应用于用户需要处理大量数据

的情况下，此种架构数据传递和处理效率更高。B/S架构对客户端没有太多要求，

只要能连上网络，有浏览器就可以方便的使用系统，这有利于学生使用。 

AOLONG 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该系统与清华大学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有相似的

地方，也采用了 B/S 与 C/S架构开发，在实现的功能模块上有所不同。该系统具

有学生成绩管理、开课管理、排课管理、实习管理等多个模块，也是一款使用较

多的教学管理系统[6]。 

以上几种教学管理系统在市场上认可度比较高，各自都有自身的优缺点。但

它们都具有很好的通用性，能够对信息进行清晰的分类、汇总、提炼、分析和处

理，这些系统都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很好的实现了教学

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提高了高校办公的效率。同时，这些系统都可以实现系统功

能的定制，也就是实现系统的个性化，不同学校在管理模式上会有所差异，上述

系统可根据学校的实际管理需求量身定制一套适合自身的系统功能。在教育大发

展的今天，教育收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高校必须具备一套高效实用的教

学管理系统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够满足教师工作需要，才能够更好地为

学生提供服务。 

1.3 本文主要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获取高校课程教学管理的主体业务需求、总体流程、制度等信息，并从

中发掘目前高校课程教学管理遇到的问题、存在的难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和

思路。 

2、分析进行高校课程教学管理系统设计和开发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从研发

成本、技术和人员素质三个方面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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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高校课程教学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与高校课程教学管理人员和教

职工进行交流，从交流中获取系统的主体业务需求，然后基于软件工程的需求工

程理论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功能用例分析。 

4、研究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管理系统的设计，包括系统使用的架构技术、开

发框架技术、网络拓扑设计和数据库设计技术等等，重点研究系统主要功能模块

的业务逻辑。 

5、研究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管理系统的实现，怎样通过编程语言、接口技术、

Web技术以及数据库实现系统前台界面和后台业务逻辑的处理工作。 

1.4 本文组织结构 

第一章是绪论，重点介绍基于.NET 平台的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系统的研究背

景、意义，分析了当前各个高校在高校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现状。 

第二章是系统中使用的相关技术介绍，包括系统开发架构、前端 Web设计技

术、数据库技术以及数据加密技术。 

第三章是需求分析工作，描述基于.NET 平台的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系统的需

求分析内容及要求，依据软件研发过程中的需求工程方法对获得的高校课程教学

管理的需求及内容进行整理和需求分解和分析。 

第四章是系统设计工作，主要描述了基于.NET 平台的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系

统的系统运行、开发的架构设计，系统包含的模块及功能的设计，系统数据库的

逻辑和表结构的设计。  

第五章是系统的实现部分，该章描述的是基于.NET 平台的高校课程教学辅

助系统具体的实现工作，重点介绍了怎样通过编程语言调用数据库接口完成数据

库的增删改查操作，详细介绍了基于.NET 平台的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系统各个功

能模块的界面实现和核心代码实现。 

第六章是系统的测试部分，基于黑盒测试法进行基于.NET 平台的高校课程

教学辅助系统的测试工作，完成测试环境的搭建、测试方案设计和测试用例的设

计。 

第七章是总结与展望部分，总结了基于.NET 平台的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系统

的全文，并展望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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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 

本章介绍在设计和实现高校课程教学辅助管理系统中应用到的相关技术，并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描述。 

2.1 SQL Server 数据库 

本系统采用的数据库是微软公司的 SQL Server 2005 数据库，SQL Server 

2005 是一个安全、稳定和全面的数据管理平台，其加强了企业级数据的综合管

理，提高了面向数据库研发人员的生产力，提供了针对数据处理的商务智能等功

能。SQL Server 作为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其整合了一整套的复杂软件包，由数

十个应用程序组成，这个系统由操作系统紧密集成[7]。 

其主要特征如下：  

1、客户-服务器模式数据库 

 C/S 架构比传统的文件数据库 Access 更加高效和稳定，并且能够处理海量

的、复杂的数据，另外，SQL Server 实例具有安全、有效和可靠的特征，而这

些特征正是文件型数据库所不具有的，同时能有效地减少网络传输的流量，提高

网络传输率[8]。 

2、安全数据库 

 SQL Server 2005 对安全模型进行了增强，如强制密码策略、所有者与架构

分离等。 

3、可编程数据库 

 SQL Server 2005 具有很强的编程能力，各个版本的 SQL Server 2005 都支

持的关键编程能力特征有：存储过程和触发器、T-SQL 新的增强、CRL 和.net 支

持的集成、用户自定义类型、和 X Query 支持。同时 SQL Server 2005 用于自

主的编程语言（结构化查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即 SQL ）。 

4、可伸缩数据库 

 SQL Server 2005 在伸缩性上的改进主要为快照隔离、表分区等。如企业版

对处理器数、内存大小、数据库大小都没有限制，并且支持数据库分区。 

 5、可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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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对多台 SQL Server 2005 做集群，在集群中，每台机器称为一个节点，

如果其中一个节点失败，其他节点会向上替换这个失败的节点，从而保证数据库

可用[9]。 

2.2 .NET 开发平台 

Microsoft .NET 计划（或者简称为.NET）是一种具备全新架构和方案的，且

能够生成或部署软件的方式。.NET 通过使用 XML、TCP/IP 或 HTTP 等标准，

使得程序间的互操作性成为现实，它通过 互联网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提供软件

服务。.NET 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NET 框架，它是生成和运行.NET 应用程序

的平台。生成.NET 应用程序并不是必须使用该框架，但是它的确可以简化开发

过程，加快开发速度[10]。.NET 框架具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将面向对象编程

引入 WEB 开发，消除了许多最常见和最致命的软件缺陷；同时为所有的语言

提供了一个通用应用程序接口 API，这意味着在开始开发项目时选择哪种语言

都没有关系。.NET 平台作为微软公司推出的服务与程序开发平台，在开发 XML 

Web Service 程序和基于 Microsoft.NET 的应用程序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它采

用面向网络，支持多种用户终端的开发环境，从而为开发过程提供更为高效的工

具，提升多种网络应用程序的快速设计能力，可以构建更加可靠的应用程序解决

方案。  

.NET 平台的基础为.NET Framework，用于创建、部署和运行 Web Service

及其他应用程序的环境，主要包括两个组件，即公共语言运行时（CLR）和 

Framework 类库。前者建立于操作系统底层，为.NET 平台的执行引擎，而后者

则是一组面向对象的可重用类的集合，用于开发应用程序和服务。综上所

述，.NET 平台具有以下优点： 

1、.NET 平台下集成和整合的大量的、可用性高的组件、类库，软件开发人

员可以随时使用，因此基于.NET 平台的软件系统的开发周期会缩短，开发效率

也会提高； 

2、.NET 平台作为目前软件业的通用平台，无论在安全性、稳定性还是可靠

性方面都是有保障的，各行各业均在使用基于.NET 平台的软件系统，有着很好

的市场基础。 

3、.NET 平台是一个智能化的开发平台，视窗的设计理念非常的人性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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