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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famous literary classics, there are often problem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backgroun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of famous works hard to understand, insufficient under-
standing of deep meanings, and insufficient speculatio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extract the essence from famous works and improve the reading level. So we build an 
Android-based mobile reading-assist system. The system currently selects 15 classic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collects reading resources, and achieves accurate recommendation of 
reading resources, so that when people use fragmented time to read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y can obtain real-time matching reading information and share reading experience. Further-
more, annotations made by readers will be transformed to reading-assist resources by system 
sorting and recommending of experts, to realize the circul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read-
ing-assist information, providing readers with a reading platform that accumulates literary 
knowledge and cultivates cultural literacy. 

 
Keywords 
Android, Reading-Assist, Classic Literature, Recommendation, Sharing 

 
 

基于Android的名著助读系统设计与实现 

侯建峰1，张  挥2，隋玉爽1，邹宇松2，韩  畅1 
1北方工业大学信息学院，北京 
2北京市第十中学，北京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sa
https://doi.org/10.12677/csa.2019.911222
https://doi.org/10.12677/csa.2019.911222
http://www.hanspub.org


侯建峰 等 
 

 

DOI: 10.12677/csa.2019.911222 1978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14日；录用日期：2019年10月30日；发布日期：2019年11月6日 
 

 
 

摘  要 

针对中学生在名著阅读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由于背景知识不足、名著的部分表现手法难于理解、深层含

义认知不够、思辨高度不够等导致其难于从名著中汲取精华、提高阅读水平的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

Android的移动端助读系统，系统当前精选15本经典中外文学名著，搜集助读资源，实现助读资源的精

准推荐，使人们在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时，能够获得实时的匹配助读信息，分享阅读感

受，同时，通过系统中的专家角色审阅、推荐，可以将读者当前做的经典批注转化为系统助读资源，实

现助读信息的不断积累、循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积累文学知识、培养文化素养的阅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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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电子阅读终端设备的发展与普及，电子阅读以其信息量大、使用方便、经济

实惠、节能环保、互动性强等优点，融合视频、语音、大数据智能分析与搜索等全面且强大的功能，逐渐

深入大众的生活中[1]。传统纸质阅读方式在电子科技广泛普及的影响下，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电子书

籍阅读方式越来越大众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所做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显示，有 35.1%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读”，我国国民电子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正大幅度增长[2]。 
19 世纪的美国著名作家梭罗说：“经典是人类思想最崇高的记录”。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其

主题的深刻、思辨的高度和敏锐的洞见，反复阅读经典能让人思维敏锐、视野宽广、情操高尚，对于人

格的完善和志趣的培养，也是普通读物难以比肩的。同时也能在阅读中培养读者的爱国情怀[3]。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7~9 年级的学生应学会制订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

物，课外阅读总数不少于 260 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同时，名著的教学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教师只勾画出课本上部分的名著片段的主要情节和思想感情等基本信息，然后让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学

生对名著的理解支离破碎[4]。另外文学名著虽是经典的传承，但其本身晦涩的词句和与当今社会脱节的

历史背景成为阅读经典之路的绊脚石，基于电子阅读的普及和调查研究结果——有近五成的学生愿意使

用手机作为课堂学习的辅助[5]，我们无法忽视名著助读系统的必要性。 
本文基于 Android 系统，利用 Java 开发语言，实现了一个包含名著阅读、助读内容精准推荐、阅读感

受分享、问答、读者画像等功能的手机应用，系统数据利用 MySql 存储在服务器端，利用 WebService 为移

动端提供数据支撑，本文不包含服务器端的技术实现和数据库系统的设计，主要阐述移动端的设计与实现。 
系统的助读资源有两个来源，一是由教师搜集的历史名家对名著所做的批注，属于已有的经典助读资源，

在系统中被直接定义为“专家批注”，会在系统中精准地推荐给读者；第二类为读者的阅读感受、笔记，读

者分享出来以后，经过教师的筛选、推荐转化为“专家批注”。系统中的助读资源会随着应用的推广、时间

的累计，不断丰富，数量也会越来越庞大，此时，必须通过后台对数据的分析、过滤，实现助读资源的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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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换句话说，精准推荐同时也用来应对信息过载，精准推送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信息过载的程度，助读

精准推送的核心是一套推荐机制[6]，根据读者的行为数据分析，为用户推荐符合其阅读需求的助读内容。 

2. 关键技术 

系统移动端利用 Android Studio 工具进行开发，架构设计采用 MVP (Model View Presenter)模式，将

视图逻辑和业务逻辑分离，由于业务逻辑比较复杂，在助读内容精准匹配和数据动态加载、缓存功能上

采用多线程技术配合网络请求进行实现。 

2.1. MVP 架构 

MVP 架构的核心是将业务逻辑从 Activity (或者 Fragment)中分离处理，Activity 中只处理界面逻辑(显
示和交互)，将业务逻辑(包括网络请求、数据库的读写等)放入 Presenter 中，如图 1 所示，View 层对应程

序中的界面，Presenter 实现界面和模型层的连接，起到桥梁的作用。 
 

 
Figure 1. MVP structure 
图 1. MVP 结构 

2.2. 多线程技术 

由于 android 系统对界面的更新操作全部在主线程中完成，为了避免出现界面卡顿的现象，所有的耗

时操作全部要在子线程中完成，耗时操作完成后，再通知主线程进行界面更新，线程间的灵活切换显得

异常重要。本文采用 ReactiveX 实现异步操作，它提供了一个清晰、准确处理异步问题和事件的方法[7]，
很好的避免了由于耗时操作回调而产生的多层嵌套问题。 

在 Android Studio 中应用 ReactiveX，导入 RxJava 开发包即可，其处理思想称之为观察者模式，两个

主要逻辑执行者为 Observable 和 Observer，即被观察者和观察者，被观察者处理耗时操作，处理完成或

者处理过程中出现错误，都会发送给观察者消息，观察者根据处理结果，进行其余操作(包括页面更新等)，
被观察者和观察者可以通过接口指定其执行线程，一般被观察者所处理的操作在非主线程中完成，观察

者如果在收到处理结果后要做页面更新，则指定在主线程中实现。 

2.3. 数据缓存和动态加载技术 

系统数据主要包括名著原文、助读信息、问答列表、用户信息等，其中对名著原文进行移动端数据

缓存，其余数据全部通过网络请求实时加载，为了方便对缓存数据进行管理，在 Android 采用 SQLite 对

数据进行存储。SQLite 是一款轻量型的关系型数据库，android 系统内置了该数据库，它的运算速度非常

快，占用资源很少，非常适合本地持久化存储[8]。为了实现对 SQLite 的 CRUD，本文采用了 greenDAO，

它是一个开源的 Android ORM (对象/关系映射，如图 2 所示)开发库，使用简单的面向对象的 API 来存储，

更新，删除和查询数据，可以大大节省数据库相关内容的开发时间[9]。 
阅读名著时，对本地数据库原文进行查询操作，以确认是否通过网络请求按章节获取正文，如果从

网络获取，成功后即存入本地 SQLite 数据库，在以后的阅读中直接从本地加载原文，其余数据全部通过

网络请求实时加载，网络请求是耗时操作需用到前文中提到的多线程技术，同时为了实现网络请求的功

能，系统采用了 Retrofit 开发库，它是对 okhttp 的进一步封装，功能强大，支持同步和异步、多种数据的

解析[10]，本系统采用 JSON 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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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 model diagram 
图 2. 对象关系映射模型图 

 

JSON 是一种轻量化的数据交换格式，比 XML 更轻量、比二进制更易读，调试也更加方便。本文采

用 Java 的 Gson 类库，对数据进行序列化和反序列化，以实现类对象和 JSON 数据之间的转化。 

2.4. 助读精准匹配技术 

系统实现的精准匹配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个性化推荐，即将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通过数学建模，

来挖掘用户的兴趣和偏好，以此将用户可能感兴趣的信息筛选出来[11]，具体到本系统中是根据用户的阅

读习惯、阅读感受分享等行为分析，为用户推荐相关的助读信息，包括名著历史背景、名家赏析等。其

次，是将通过搜集的助读信息分别按名著内容进行匹配，又分为三类：热区批注、章内专题、助读频道。 
热区批注是针对名著具体的字、词、句的助读信息，在阅读正文时，通过位置计算，将其以虚线的

形式展现在阅读页面上。章内专题是针对名著某一章节内容的助读信息，用户可以在阅读过程中，通过

点击相应按钮实时获取。助读频道内容比较丰富，是针对具体某一本名著的助读信息，包括视频、音频

等比较具象化的助读信息，主要通过网页的形式在 APP 内呈现。 

3. 系统功能设计与实现 

本系统主要分为用户管理、阅读模块、助读模块、问答模块四个模块，整体功能模块图(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Function module diagram of the whole system 
图 3. 系统整体功能模块图 

3.1. 助读模块 

助读模块主要分为热区批注、专题文章、助读频道三个功能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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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nnotation effect map 
图 4. 批注效果图 

 

用户在阅读文章时，可以看到部分文字拥有批注。热区批注分为专家批注，和用户批注，不同类别

批注会有不同的显示(如图 4 所示)，专家批注大都来源于搜集的史料，是一些名家对这段内容的赏析；用

户批注来源于广大用户，是读者在阅读时所产生的一些见解或想法。用户批注可供分享，交互呈现在批

注标签页下，用户可以对这些批注进行收藏、点赞与评论。专家对用户批注拥有置顶、分类和推荐的权

力。如果用户批注内容不错，经专家推荐后可成为专家批注(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User annotation flow chart 
图 5. 用户批注流程图 

 

专题文章是根据读者所阅读的章节推送一些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是章节内容的延伸与扩展，

历史背景的介绍，专家的赏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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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读频道内有许多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内容的模块，这里面有文章内容的注释、译文与分析，还有

人物介绍、人物关系、图画、阅读方法与指导、音视频等助读信息(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Reading aid channel 
图 6. 助读频道 

3.2. 阅读系统 

阅读系统主要有书库和阅读两个主要功能(如图 7 所示)。 
 

 
Figure 7. Reading page and stack page 
图 7. 书库和阅读页面 

 

书库是通过网络加载服务器端已经编辑完成的 15 本中外名著的书籍信息生成。书架页面显示所有名

著书籍，阅读请求发出后，将先判断该章节内容是否已缓存，没有本地缓存需要进行网络请求获取正文(如
图 8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csa.2019.911222


侯建峰 等 
 

 

DOI: 10.12677/csa.2019.911222 1983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Figure 8. Flow chart of reading system 
图 8. 阅读系统流程图 

 

阅读界面除了正文外，在拥有批注的句子下方会有虚线提示。图书的目录是由一个自定义的

RecyclerView 控件构成，上方有搜索框，可以查找全文内容。阅读界面还支持字体设置、背景颜色设置、

亮度设置、音量键翻页等功能设置(如图 9 所示)。 
 

 
Figure 9. Library catalogue & other functions 
图 9. 图书目录和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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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问答模块 

问答模块主要由问题列表和问题详情页组成(如图 10 所示)。 
 

 
Figure 10. Question and answer page 
图 10. 问答页及问题详情页 

 

读者在阅读中遇见的任何问题都可在问答系统中进行提问，提出的问题也会被其他用户看到进行回

答。问答模块中所有的问题与回答都存储在服务器中，使用时动态加载。用户在提出问题后，可以邀请

其它用户或者专家教授来进行回答。问题列表中质量较高的问题可以被置顶，质量评估主要依据用户对

用户的参与度，回答可以被用户点赞，答案将按点赞数量进行排序。用户也能进行对问题及回答的收藏

和评论(如图 11 所示)。 
 

 
Figure 11. Flow chart of Q&A system 
图 11. 问答系统流程图程 

4. 结论 

本文基于 Android 系统，利用多线程技术、数据缓存与动态加载技术、助读精准匹配技术，设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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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款界面友好、功能丰富的名著助读 APP，为人们提供一个名著阅读、分享阅读体验的平台，使名

著阅读不再是一件枯燥、晦涩的事情。希望下一步能够利用机器学习的相关方法，不断完善数据分析过

程，为用户提供更科学、智能的助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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