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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校不断扩招，学生数量急剧增多，艺术院校在对学生信

息进行分类处理、归档整理等工作的难度加大，学生档案的种类不断增加，数据

量不断累加，如果依照传统人工整理、查询等方法进行，耗时长、易出错，传统

的方式俨然不能跟上新时代文件管理的要求。学生信息管理系统须可以给使用者

提供快捷、方便的查询手段和内容丰富的信息资源，因此，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

于学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说都至关重要，是一个大学或学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之一。 

本系统是基于学生现实管理需要的学生管理系统，结合学生管理工作的特

点，采用 J2EE 平台、B/S 机构、SSH 技术和 SQL Server2005 数据库等技术，实

现了由系统安全模块、查询分析模块、常用信息管理模块与成绩管理模块等四个

部分组成的艺术院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通过实际测试，本系统的所有模块都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达到了预期目标。

本系统能够对全部学生的信息进行增减、查找、去掉、改动，还可以对学生信息

进行管理。本系统具有功能丰富，界面友好，数据处理能力强，操作简单、快捷

等特点。通过对本系统的实施，学校管理员可以实现高校对学生信息的数字化管

理，更好地提高了编辑、查找学生信息时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 Struts2；Hibernate；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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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crease rapidly,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self 

management, art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orkload is huge,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kinds of student file data accumulation, manually maintain, 

modify, and query efficiency is extremely low, work difficulty is big, the traditional 

manual management file archives work is not able to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development. Stud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hould be able to 

provide users with fast, convenient query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the rich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stud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policymakers are crucial,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part of 

a university or college.  

Stud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school students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adopting J2EE platform, B/S organization, and SQL 

Server2005 database technologies such as SSH technology, realized by the system 

security module, query statistics modul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odule and the 

bas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ule composed of four parts such as art college 

stud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actual test, the various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is system was 

running normally, the desired goal. This system can add, query, modify, delete, view 

all of the students' information, and can be carried out on the stud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is system has rich functions, friendly interface, data processing 

ability is strong, the operation is simple, shortcut, etc.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s can realize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formation, bett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ditor, find the student information 

 

Keywords： Struts2; Hiberna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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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如今每个学校都拥有上千乃至上万的学生，每位学生的信息包括姓名、班

级、学分、出生地等，信息量更是庞大。用纸笔记录每位学生的所有信息将是一

件无比繁琐的事情。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学生文档进行管理，可以大幅度提高信息

输出的精确性、便捷性，并且能够依托信息技术做出快速的检索、查询，具有存

储量大、准确性高、查询便捷、安全性好的特点。而且，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于艺术教育国家与社会也保持了更加高度的关注。为此艺术院校也致力于

自身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学校的全方面的管理之中，最关键和重要的部分就是学

生管理，关系到学生能否实现自我发展[1]。随着高职院校的扩招政策逐渐推进，

加大了艺术院校对学生信息管理的工作要求，工作量大幅度上升，基于传统人工

模式的管理系统，俨然不符合当下时代背景对信息管理能力的要求。由于学生档

案的种类不断增加，数据量不断累加，如果按照传统模式对其进行维护、整理、

查询，工作的成效会变的比较低下，而且任务艰巨。正是由于学生管理工作呈现

出的复杂化、艰难化，我们对其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一

个具有存储、查询、整理等作用的系统，对学生信息进行管理。本课题就是针对

学生信息管理的问题而设计的一个信息化管理系统。 

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艺术高校的教育也不例外，对于学生来讲，接

触最多的是他们的班主任以及辅导员。班主任和辅导员成为了链接学校和学生的

桥梁，他们的职责包括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并且担任生活管理的助手，学

校的有关要求以及一些信息也可以通过他们得到传递，故而，他们在学校对学生

工作的管理中起到了极大的功效。随着艺术院校的扩招政策逐渐推进，学生数量

不断增加，辅导员、班主任所管理的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辅导员的日常性工作

量已经很大，更不要说挤出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学生

数量的增多，对于信息管理我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要，传统的方式是依靠人工对

文件进行归纳整理，手动操作使得效率下降，并且如果我们想要对档案进行检索，

会十分困难。故而，我们要对此进行突破，通过结合信息化技术，开发出辅导员

可以用作学生管理的系统。使得对日常生活管理更为便捷，加大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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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效率，并且迎合学校管理需求，都是十分重要的[2]。 

本课题以软件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针对不同的系统用户的权限层次和

人数，赋予系统良好的权限管理特性；在特定的权限管理下，保证实现数据添加、

删除要简捷，数据传输的稳定性；数据在统计、查询以及打印等功能的便捷性，

支持各种范围和指令下具备查询功能；自动进行数据统计，免去人为因素的干扰。

在对学生信息进行管理的时候，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计算机技术形成系统的管理机

制，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公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促进工作效率

的提升，使得学校能够进行更为规范的管理、更为完善的信息处理、以及实现学

生信息管理工作的现代化、系统化。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网络教育是新时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很多优秀大学以及一些机构都

对网络教育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能够大幅度提高信

息管理的便捷性、准确性的学生信息查询系统出现了。它的出现大幅度减轻了学

生以及老师对信息管理工作的负担[3]。 

麻省理工大学是率先对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开发研究的高校，在经过近半个世

纪的发展之后，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高校信息管理体系。并且，在国外

高校信息管理的建设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重视，所以在 1990 年左右，基

本已经完成了高校信息系统管理系统的建设[4]。 

OA 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势头极为良好，政府对此也保持了充分的重视，

而且集中了各方面的资源对它进行开发。以美国为代表，学生信息查询系统起步

很早，大大提前于政府，系统的发展水平也很高。OA 对于各公司、高校的信息

系统效率的提升大有裨益，常常被用来减少成本、提升管理能力，以及提升系统

的运行能力和竞争力的基本要素[5-8]。 

我国教育系统的信息化程度比较低，发展也比较缓慢。我们国家在推进教育

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过程当中，也越来越重视高等院校和艺术类院校在信息管

理过程中，基于自主开发的有关系统。在建设管理系统的同时，对知识产权加以

重视，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学生信息管理工作是高校

信息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内许多高校都根据自己学校的规模和特

点，配备出自主研发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国内不少软件公司也纷纷参与开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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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但是从已有的高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来看，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主

要有以下几点[9-12]： 

1、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仅仅停留于管理层面，信息化程度不够； 

2、功能单一，不同部门开发的信息管理系统仅仅为了解决自己部门具体的

问题而开发，各个原本应该相关的系统间却相互独立，没有有效的信息关联，学

生在使用不同部门开发的系统时必须来回切换，这一点也从客观上导致了管理的

信息流通不畅，影响信息的共享； 

3、系统孤立，缺乏统一的规划，许多系统还处于仅限负责该项业务的管理

人员一人使用，未能妥善地考虑横向以及纵向管理工作的信息关联性，而且各个

信息系统之间交互性不高，信息被重复采集与统计，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各

个系统间的孤立也会导致查找到的信息不完整，使得信息的价值大大降低； 

4、很多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在设计和开发时未考虑到数据库的多样性问题； 

5、很多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还存在灵活性低和后续可扩充性差等问题，没有

强大的不间断的后续维护支持，无法适应高校不断变化的发展需求，使得这些信

息管理系统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就被停用甚至废弃，浪费了宝贵的高校资源。 

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信息管理日益增长的高要求，我们可以

看到，此套系统必将符合市场的需要，并且在实践层面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1.3 本文研究内容 

本课题以软件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构建基于 SSH 的艺术院校学生信

息管理系统，针对不同的系统用户的权限层次和人数，赋予系统良好的权限管理

特性；在特定的权限管理下，保证实现数据添加、删除要简捷，数据传输的稳定

性；数据在统计、查询以及打印等功能的便捷性，支持各种范围和指令下查询功

能；自动进行数据统计，免去人为因素的干扰。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方面： 

1、系统规划。首先弄清楚当前学生信息管理发展的现状，而后对系统建立

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合理设定系统目标与需求。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实际开发

方案、确定开发策略，以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硬件设备，更好地满足工作需求。 

2、系统需求分析。比较 C/S 和 B/S 两种管理模式，综合调查分析相关的业

务流程、设计方法和功能体系，初步建立逻辑模型。 

3、系统的设计。本系统引入了 SSH 框架，通过对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各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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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分析研发，设计建立一个相对高校的数据库存储模型，在此基础上开发设计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并进行调试和试用。同时介绍整个代码框架及重要模块的实

现界面。 

4、对系统的实现和测试。用代码来实现系统的基本设计以及后期的护理、

管理，并对系统所具备的相关功能以及构造进行解说，并将其应用到了实际的学

生信息管理业务中进行测试。 

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论文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对撰写该论文具备的现实意义、当前研究进度、文献综述进行

阐述，并表明本文将要研究的方向。 

第二章相关技术概述，对完成本系统所用到的数据库软件、编程平台等作以

简介，基于 JavaEE 的三层构架，即表现、业务逻辑、数据服务三层进行分析。

将 Spring 作为最为重要的中间层，并把 Web 层、Service、DAO 进行完美的融合

整理，实现开发。 

第三章系统需求分析，结合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特点，提出系统的用户角色

和用例图，然后分析系统的功能结构和非功能结构。 

第四章系统设计，本章分析了系统的设计原则，总功能设计和系统的详细功

能设计，包括艺术院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由系统安全模块、查询统计模块、成绩

管理模块以及基础信息管理模块等四个部分组成。 

第五章系统实现和测试，实现将原先拟定的学生信息系统管理的主要想法以

及功能，并对其中一些关键技术的实现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对系统进行测试。 

第六章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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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本章主要阐述了系统开发所会使用到的相关基本技术，主要包括 C/S 和 B/S

结构，并对这两种技术进行了比较，以及 SSH 技术中的 Struts 技术、Spring 技术、

Hibernate 技术。 

2.1 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管理系统（IMS，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是一门涵盖经济学、

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的综合型、交叉性学科。作为一门刚刚

兴起的新科学，它的理论和方法日新月异。作为信息系统，除了具备基础性功能

外，还有预测、计划、控制和辅助决策等独有的功能[13]。 

IMS 是在制定的时间段，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经理、职员以及其他人员

对于一段时间内的有关企业内部及其环境的信息的总结和整理，便于企业改进方

案和战略。IMS 是能够整理和概括一段时间内的企业内部和环境信息的一种方

法。它以一定的频率和适合的形式向用户提供信息，满足用户对于计划、控制和

操作的功能要求，以帮助决策的有效达成。IMS 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和综合

的人机互动系统，它是以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数据库技术为基础的，

综合利用了管理科学、运筹学、统计学、模型论等领域的知识，使经营管理和决

策过程的效率更高。它主要具备以下功能[14-18]： 

1、数据处理功能。主要有数据的整理与传进、传出、保留以及改动功能； 

2、预测功能。以先进的数学方法、模拟与统计技术为基础，从以前的信息

得出未来的情况预测； 

3、计划功能。按照公司的战略需求，对各部门的职能工作进行合理安排，

根据管理层的不同，来制定相应的计划报告； 

4、控制功能。针对各不同的部门上交的情况，检测、考评和比较各部门对

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对其中的差异做出比较性原因分析； 

5、辅助决策功能。利用数学模型和数据库手段，找到各种问题的最优解决

方法，有助于各级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实现人力财物和信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帮助企业取得最大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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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S结构与 C/S 结构 

2.2.1 B/S 结构 

艺术学院学生管理系统是以三层 B/S 网络结构为基础实现设计与实现的，也

被称作浏览器/服务器模式，在各个领域的信息管理方面都有很大的使用空间，

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结构模型，客户端主要采用的是 WEB 浏览器。B/S 结构相对

而言较为简单，且客户机只需要一个浏览器和数据库。在 Web serve 的帮助下能

够实现浏览器与数据库的链接，进行数据的传递[19]。 

B/S 结构大大减轻了客户机的负担，客户端只要安装一个软件，就能够实现

浏览器和服务器的链接，实现数据添加、删除、访问、应用程序执行等步骤。

Web server 则主要负责承数据需求、加工、反馈以及动态网页生成等项目。B/S

结构的主要承担着为 WEB 服务器，而客户端的压力则大大降低。 

2.2.2 C/S 结构 

C/S结构(Client/Serve)也被称作客户/服务器模式。通常情况下，Client和Serve

是相互分离的，分别在两台相距较远的计算机上。基于 C/S 的信息管理系统主要

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两部分，前者主要负责处理用户请求和业务逻辑，实现用户

请与服务器之间的传递，服务器接收到客户请求后，就会相应的做出处理，保存

或是删除数据。该结构能够实现数据库的多用户的同时访问，因此对其的安全性

和数据的完整性有较高的要求。此外，C/S 结构还需要配备高质量的硬件来满足

用户的要求[20-21]。 

C/S 结构的优点之一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可以体现出客户端 PC 的处理能力，

大大提升了客户端处理事件的数量，之后再交给服务器。由此而来，能够提高客

户端的事件处理效率，数据处理量，存取模式的安全性、交互性等。但是它也存

在着以下几个缺点：系统只能用于局域网，且受到地域所限，不能直接实现远程

访问，而需借助相应技术，以上种种导致其适用范围缩小。 

每一个客户端计算机都要安装相应软件。这会带来下列不便之处：第一，安

装操作复杂，每台计算机都要安装软件，而且仍和一台都不可以出错，否则就要

重新安装，大大提升成本。尤其是是当两台计算机的距离较远时，路程成为重要

问题。第二，当系统进行升级的时候，每台计算机上的软件都要重新安装，大大

增加了系统的运营成本。第三，客户端对操作系统也有一定的要求，比较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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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系列，但是在 win7 和 win8，以及 Linux 系列系统上的运用不完全，由

此也会使其的应用范围缩小。 

2.2.3 B/S 结构与 C/S 结构的比较 

通过上述 B/S 模式与 C/S 模式的简介，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

B/S 模式相较于 C/S 模式，有着不少的好处，下面进行分别的阐述[22-25]： 

首先，系统性能方面。B/S 应用范围广，对用户要求低，只需要一个浏览器，

就能成为 B/S 的客户端。因此，大大降低了客户端的负担。但是 C/S 模式需要服

务器和客户端两部分的组成，因此对其的安全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十分严格的要

求，还能使其的应用范围缩小。 

其次，系统维护升级方面。C/S 系统的各部分模块是相关联的，因此只要有

一部分改变其他部分也要随之改变。而 B/S 的系统的维护和升级主要由服务器完

成。由于 B/S 的客户端软件升级并不频繁，因此产品具有较大优势，大大节约了

人力、财力、物力，提高效率。 

在综合分析了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诉求，比较这两个模式的优缺点之后，本

文决定基于 B /S 模式进行艺术院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3 SSH技术 

2.3.1 Struts 技术 

Struts 技术是经由借助 Java Servlet／JSP 技术，完成了目前十分先进的

Model-View-Controller（MVC）设计模式的内部组成，可以说是体现 MVC 设计

模式的一个很好的产品。六年多的实践，使 Struts 己经发展到了相对完善的状态，

不管是基于稳定还是效能方面，都被我们所接受。用户数量大，范围广，市场占

达到了 20%，成为了同类行业的典范和标准。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

Struts 逐渐暴露出了局限性，这让 Struts 的提升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 Struts

体系中 JSP/Servlet 祸合十分密切，所以很有可能引起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表

现层技术方面，Struts 的技术支持有所欠缺。因为在开发的初期之时，没有取得

FreeMarker，Velocity 等技术支持，所以后来的发展中，与这些视图层对接出现

了断层。其次，Struts 与 Servlet API 的祸合太过密切，这直接对测试造成了制约。

最后，Struts 代码必须依靠 Struts API 存在，这会产生侵入性框架[26-29]。 

Struts 2 是其高级版本，将 Struts 和 WebWork 的技术进行了整合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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