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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student elective management relies on labor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has 
many unavoidable problems such as high labor costs, long course selection cycle, etc. For example, 
when randomly selecting or selecting for credit,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would be affected, 
and even skipping classes and other issues would appear, resulting in unsatisfactory final grade. 
The system introduces the willingness to set the quota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s. Students are placed on the selected general courses and selected courses ac-
cording to their interests. This system introduces will point to select the quota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 and students can drop will point to general course and 
selective course by interest. The students with more will points will be given priority to choose the 
target courses, so as to form a game among students. The student elective system based on the 
willingness evaluation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choose their favorite course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blindness and randomness of the elective course, reduce the labor and time cost and 
achieve efficient course sele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elec-
tive course based on the willingness evaluation and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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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学生选课管理依赖于人工和文件管理，人力成本居高不下，选课周期较长，还有诸多难以避免的

问题。例如选课中的学生，在随机选课或者为了凑学分而选课时，将会影响学习效率，甚至出现逃课等

问题，导致期末成绩不理想。本系统引入意愿点，设定意愿点在选择通识教育和专业选修课时的限额，

由学生根据兴趣投放到所选的通识课程和专选课程中，投放的多的学生优先选上目标课程，让学生之间

形成博弈。因此，基于意愿点评价的选课模式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是当前高校选课模式的选择之一。

利用基于意愿点评价的学生选课系统可以使学生尽可能选上适合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课程，一定程度上

降低选课的盲目性与随意性，降低人工和时间成本，实现高效选课。本文重点描述了基于SQL server数
据库的意愿点评价的选课系统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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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选题背景 

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应用计算机技术来管理高校选课信息，进行选课操作，是必然的趋势。在线的学

生选课系统是学校在本科生培养中必需侧重关注的一部分，来避免出现选课中的学生，在随机选课或者为了

凑学分而选课时，不认真学习，甚至出现逃课等问题，导致期末成绩不理想的情况[1]。选课系统的各项功

能必需符合学校的要求，既要能节约时间，又能实现学生与管理员通过留言版功能即时的交流与反馈。学生

选课系统包含有关学生选课信息的管理、处理和存储的信息浩如烟海，例如管理员要根据学生选课情况来发

布热门选课排行榜的通知并且统计数据，以及由此形成饼图和直方图，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热门选课

的情况。由于数据量大，易丢失，难以找到，同时，以前的选修系统依靠手工操作，老师的工作量大，出错

率高，错误后更正复杂，选课工作耗费的时间过长[2]。学生人数一直增长，过去的学生选课方式无法满足管

理的需要并且传统的学生选课系统复杂的操作方式难以让学生适应，并且学生无法提前了解课程信息，很难

有效选课，难以实现快速选择最喜爱的课程，为此引入基于意愿点的选课系统来改善选课环节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高校而言，大量的教师职工信息、学生信息和课程信息难以进行有效管理[2]。对于教师而言，

他们有必要了解自己当前学期开设的课程信息是否有误，联系方式是否正确，以及选择该课程的学生的

基本信息比如学生投放的意愿点数、专业等；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应该提前了解课程的相关信息，并根

据个人的兴趣、意愿和需要进行选课。要通过建立利用意愿点选课的意识来实现学生选择心爱的课程，

做好信息管理工作，避免学生随便选择待选课程，提高课堂的活力，减少学生逃课情况，稳固上课秩序。

管理员能够快速查询选课信息，增加或更改课程的信息，如当课程上课地点发布错误时，及时更改错误

信息，并在留言版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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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目前，高校选课制度的特点如下： 
1) 数据量巨大：现有的选课管理模式管理学生，部分高校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对专业选修课和通识教

育选修课进行不同的选择，相关数据浩如烟海[3]。 
2) 随机选择：高校的每个专业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选修课或跨学科的选修课程，只有每个学生选择

与自己未来发展相关的课程，比如想做导游的同学可以选择导游管理选修课，持之以恒地学习感兴趣的

知识从而扩大知识面才能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智商与情商共同培养，专业素养于人文情怀两

手抓，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 
3) 时间有限：从开始进行选课工作到发布选课结果的间隔最多一周，往往只有三到五天[4]。 
因此，学校利用线上教学管理来落实学生选课是行之有效的最优解[5]。高校使用因特网进行教学管

理工作，可以及时、高效地处理浩如烟海的学生数据[6]。基于意愿点的选课系统能有效实现学生快速判

断选课信息并按照兴趣选择最符合自己需要的课程，同时，学生能够看到热门选课排行榜，放弃选择热

门课程从而能够成功选课。最终，管理员能够根据意愿点排名给出每门课程的选课情况，例如某门课限

选 50 人，已选 60 人，管理员删除意愿点排名第 51 到 60 名的学生选课信息，发布最终的选课名单。 
为满足高校的需要，对本学生选课系统有以下三个要求： 
1) 操作简单：显示界面简单明了，风格统一，最好能与高校目前的风格一致。操作简单易上手，管

理员在可以发布选课信息之后，通过留言版通知学生选课，如果有错误的信息，学生也可以和管理员通

过留言版互相反馈交流。系统操作人性化，尽可能在操作违规和出现权限外操作时立即给予温馨提醒并

中止当前操作退回到前一个操作。系统要适合普通计算机水平的学生和老师使用，不要有太过复杂的功

能，简单易懂为好[7]。 
2) 温馨提示：管理员规定不同年级的学生错峰选课，且应提示目前的热门课程，以减少学生盲目选

择热门课程导致选课失败的可能性。 
3) 安全可靠：基于意愿点的学生选课系统应能够进行数据安全备份，快速地恢复丢失或损坏的数据，

以防丢失学生的选课信息或弄错选课信息如上课教师名称等，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和教学事故，同时确保

选课信息发布和存储的安全，例如可以给存放各种数据的数据库加设密码。 

1.3.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的信息技术起步相比中国更早，计算机普及程度也更高。于 1970 年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陆

续在美国各州建立了 6 个超级计算机中心，由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创造了先决条件。国外的信

息化教学方面比之于国内具有较少的冗余性和可扩展性等特点更为详尽，发展速度更快而且也比较早。

约在 1970 年末，美国通过因特网控制课程的信息和进度。成熟的在线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可以高效的在有

网络的情况下进行网上选课或在线学习等。 
近年来，中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各高校的学生人数不断扩大，学科质量稳步上升，人才培养计划

也逐步完善。充分使用教育教学资源，加强本科生的教育培养工作，是每个高校都非常重视的教学环节，

高校也不例外。高校在教学管理方面，已经开始利用英特网管理教师信息、学生学习成绩等信息。利用

网络不仅可以实现信息的同步，还保障了信息的准确和安全。 
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必要向国外一些有经验的高校进行学习，采纳国外在网络教学中的有利资

源。如果将这些资源合理的运用到中国高校中去，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教育产业的一个推

动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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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内容 

本文对现有的国内外成熟的学生选课制度的突出优势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完成以上工作后，本文进

行对高校现有的选课系统调查等活动后应用系统设计技术 sql 数据库来设计基于意愿点评价的学生的选

修课程系统，设计基于意愿点的选课系统架构，系统功能，和数据库以期达到学生、老师和管理员的要

求，提高上课的效率和质量，实现不同学科的人才培养计划，实现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最后本文实现

基于意愿点的学生选课系统，并进行测试，查看本系统的各个功能是否已经实现，是否仍然存在 bug。 

1.5. 系统目标 

通过基于意愿点的学生选课系统，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出现学生选课的盲目性。不同年级的学生在

不同的选课时间段错峰选课，从而避免选课拥堵，并且发布选择热门课程榜，让学生避免争夺热门课程

最终导致无可课上的情况，提高上课效率和满意度[9]。 
1) 学号前两位不同的学生在不一样的时间段进行选课，给学号前两位不同的学生设定选课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不能选课从而分散选课人数，来让学生错峰选课。 
2) 选课前发布待选课程的详细信息，比如当学生想要查看中国近代史这门选课的介绍时，输入课程

名称，就会出现中国近代史由黄国伟老师教授等信息使得学生在正式选课时可以顺利选择真正与自己未

来发展相关的课程。统力求实效管理员与学生可以通过留言板及时发布信息和反馈信息，学生能够在选

课倒计时结束前基于意愿点进行选课操作，且能够看到热门选课排行榜及热门选课的统计数据。 
3) 给予学生在选课过程中最大程度的自主权，以防出现想选某门课的学生没选上，而某些学生为了

凑学分却选课成功的情况，尽可能地让学生能够学到自己渴望的知识，比如想考导游证的学生可以选择

导游基础的课程，从而增强学生的上课热情提高上课的出勤率[10]。 

2. 系统设计 

2.1. 功能模块设计 

具体模块结构如图 1： 
 

 
Figure 1. System module structure diagram 
图 1. 系统模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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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解决选课前学生对可选课程知之甚少的问题，基于意愿点评价的学生选课管理系统设计了查询待选

课程详细信息的模块，比如想要选择信息系统开发工具的学生可以了解到“信息系统开发工具由柳巧玲老师教

授，C#是非常实用的编程语言，推荐感兴趣的同学！”这一介绍；后期学生选课时可以了解课程基本信息[11]。 
2) 为解决选课时学生蜂拥而上导致系统崩溃的问题，基于意愿点评价的学生选课管理系统增加了划分选

课时间段的功能：通过学生信息获取学生所处年级，对学号前两位不同的学生划分不同选课时间段，对不同

年级的学生发布不同的选课时间通知，错峰选课，发布选课公告，通知符合时间段的年级的学生进行选课。 
3) 设置课程意愿点：系统管理员共设置 99 个意愿点。学生合理分配到通识教育选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上防止出现大家平均分配意愿点导致排序结果相同的情况，让学生之间形成博弈。 
4) 筛选：系统管理员根据学生投放的意愿点数进行排序，意愿点数投放多的学生优先选课，当选课

人数超过课程容纳的最大人数，例如课程容纳 50 人，有 60 个学生投放意愿点，删除意愿点排名第 51 到

60 名学生，生成最终的选课名单。 

2.2. 数据库设计 

2.2.1. 概念结构设计 
ER 图如图 2：主要有管理员、学生、教师等实体组成[12]。 

 

 
Figure 2. System E-R diagram 
图 2. 系统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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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逻辑结构设计 
将 E-R 图转换为与数据模型相符的关系数据模型就是逻辑结构设计的过程。要回答如何将实体和实

体间的联系转换为关系模式，如何确定这些关系模式的属性和码[13]。 
1) 关系模型主要有： 
学生(学号，姓名，性别，专业，出生年月)如表 1 
管理员(用户名，密码，类别)如表 2 
意愿点(课程编号，课程名称，课程性质，意愿点数，学生姓名，学号)如表 3 
教师(工号，教师姓名，所在院系，联系方式)如表 4 
课程(课程编号，课程名称，课程性质，学分，总学时，上课学时)如表 5 
2) 表结构 

 
Table 1. Student information table structure 
表 1. 学生信息表结构 

数据项名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备注 

Xh Int 4 学号 

Xm nvarchar(10) 10 姓名 

xb nvarchar(2) 2 性别 

csny Datatime 4 出生年月 

zy nvarchar(10) 10 专业 

 
Table 2. Administrator table structure 
表 2. 管理员表结构 

数据项名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备注 

yhm nvarchar(20) 20 用户名 

mm nvarchar(20) 20 密码 

lb nvarchar(50) 50 类别 

 
Table 3. Will point table 
表 3. 意愿点表 

数据项名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备注 

kcbh Int 4 课程编号 

kcmc nvarchar(255) 255 课程名称 

yyds nvarchar(255) 255 意愿点数 

xsxm nvarchar(255) 255 学生姓名 

Xh Int 4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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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acher information table 
表 4. 教师信息表 

数据项名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备注 

gh Int 4 工号 

jsxm nvarchar(10) 10 教师姓名 

lxfs nvarchar(11) 11 联系方式 

szyx nvarchar(25) 25 所在院系 

 
Table 5. Curriculum table 
表 5. 课程表 

数据项名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备注 

Kcbh Int 4 课程编号 

Kcmc nvarchar(20) 20 课程名称 

Kcxz nvarchar(10) 10 课程性质 

Zxs nvarchar(10) 10 总学时 

Xf Int 4 学分 

2.3. 代码设计 

系统设计者必须对系统涉及的数据进行有效的分类、排序、统计和检索，就需要对被识别的对象的

特点进行代码设计。 
本选课系统的代码设计主要有 3 个，分别为：学号代码、课程号代码、教师工号代码。具体如表 6~表 8： 

 
Table 6. Code design of student ID 
表 6. 学号代码设计 

编号：DM001 填表人：张煜填表日期：8 月 10 日 

编码对象 学号 

代码种类 层次码 代码为数 8 

代码结构 

 

校验位 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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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Code design of curriculum ID 
表 7. 课程号代码设计 

编号：DM002 填表人：张煜填表日期：8 月 10 日 

编码对象 课程号 

代码种类 层次码 代码为数 5 

代码结构 
 

校验位 无 

备注  

 
Table 8. Code design of teacher ID 
表 8. 教师工号代码设计 

编号：DM003 填表人：张煜填表日期：8 月 10 日 

编码对象 教师工号 

代码种类 层次码 代码为数 8 

代码结构 

 
校验位 无 

备注  

3. 基于意愿点选课系统的实现 

3.1. 系统功能实现 

3.1.1. 系统登录 
如图 3 在系统首页可以看到，引入了 timer1 控件实现了“欢迎登陆学生选课管理系统”字符串的滚

动，以及加入了友情链接，学生可以自由登陆其他网站，例如“学生个人信息系统”、“教务在线”、

“高校官网”、“奥兰系统学生版”、“高校微博”、“网络服务”、“中国知网”、“审计资源”、

“校友会”、“教育资源”等网站。 
如图 4 管理员登录可以看到选课系统的课程信息，比如 201520161 学期，编号为 4 的信息安全课程，

是专业选修课，总学时为 48 课时，授课学时为 32 学时，3 学分，在 A204 上课，上课时间是 1~18 周周

四 5~7 节等信息，这些信息对应着 SQL server 数据库中的表[14]。 
如图 5 教师在登录界面首页可以看到自己开设的课程信息，选择查询学期，可以看到自己在

201502161 学期开设的 JAVA 程序设计，课程编号为 1，是专业选修课、共计 32 学时等信息。 
如图 6 学生在登录首页可以看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学号为 12040001 的学生。姓名是金包子，性别男，

于 1990 年 3 月 26 日出生，信息管理专业，而且可以看到距离选课结束的选课倒计时信息，一般为十分

钟，倒计时结束，选课结束，停止选课。 

3.1.2. 管理员操作模块 
如图 7 管理员点击添加课程按钮，在 201502161 和 201502162 学期中选择一个，课程编号不能和已

有的重复，需大于 60，课程性质在专业选修课和通识教育选修课中选择一个，上课地点在 A201 至 D305
中选择，再填写其他相关信息可以进行课程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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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ystem login UI 
图 3. 系统登录界面 
 

 
Figure 4. Administrator login UI 
图 4. 管理员登录首页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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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eacher login UI 
图 5. 教师登录首页界面图 
 

 
Figure 6. Student login UI 
图 6. 学生登录首页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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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dministrator adding curriculum 
图 7. 管理员添加课程 
 

 
Figure 8. Administrator adding teacher 
图 8. 管理员添加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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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点击教师信息按钮，可以对教师信息进行管理，如图 8 可以看到老师工号，姓名，联系方式，

所在院系。 
点击学生信息按钮，可以对学生信息进行管理，如图 9 可以看到学生学号，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专业。 

 

 
Figure 9. Administrator adding student 
图 9. 管理员添加学生 
 

 
Figure 10. UI of administrator’s curriculum will-point’s information 
图 10. 管理员课程意愿点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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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0 点击课程意愿点信息按钮，可以进入课程意愿点信息界面，选择当前学期，输入课程名称，

点击查询课程意愿点按钮，可以查询学生选择课程所投放的意愿点信息，按从高到低排列，如果选择该

课程的人数超过课程所容纳的人数如 50 人，选择意愿点投放数量排在第 51 位后的学生点击删除信息按

钮，删除这些学生的选课信息。 
如图 11 点击热门课程排行榜按钮，即可看到目前的热门课程，提醒学生慎重投放意愿点，不要一味

的追求热门课程，导致学分不足。 
 

 
Figure 11. UI of administrator’s popular courses’ leaderboard 
图 11. 管理员热门课程排行榜界面 
 

 
Figure 12. UI of popular courses’ information 
图 12. 热门课程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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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 通过点击统计按钮，可以看到各门课程的报名人数和选课人数占比。点击饼图按钮，可以看

到由此形成的饼图。点直方图按钮可以看到由此形成的直方图。具体信息见表 9。 
 
Table 9. Popular courses’ information 
表 9. 热门课程信息 

热门课程名称 选课人数 选课人数占比 

插花艺术 99 22.1% 

美术鉴赏 88 20.5% 

数据采集与审计 77 17.9% 

信息安全 66 12.4% 

C 语言 55 11.8% 

信息系统开发工具 44 10.3% 
 

由此可见，插花艺术、美术鉴赏、数据采集与审计是最热门的三门课程，学生在选课时应慎重考虑

选择这三门课程。 
 

 
Figure 13. UI of administrator’s message board 
图 13. 管理员留言板界面 
 

如图 13 管理员可以发布留言信息，输入留言人，点击添加留言按钮进行留言。 

3.1.3. 教师操作模块 
如图 14 教师点击个人信息按钮，可以看到个人信息，包括工号、教师姓名、联系方式、所在院系的信息。 
如图 15 教师点击学生信息按钮，选择查询学期，可以看到在自己所选学期，选择自己开设课程的学

生名单，包括学生学号、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专业、所选课程名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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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UI of teach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图 14. 教师个人信息界面 
 

 
Figure 15. UI of teacher-students information 
图 15. 教师学生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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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学生操作模块 
如图 16 学生点击课程信息按钮，即可看到当前学期开设的课程编号、课程名称、性质、总学时、学

分信息，输入课程名称点击提交，即可看到课程的详细信息。 
如图 17 学生点击已选课程信息按钮，点击查询信息，即可看到自己已选的课程，分别给选中的通识

教育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赋予意愿点，当两面课的总意愿点超过 99 就会提示意愿点数不能超过 99。 
如图 18 当学生赋予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的总意愿点数小于 99，点击提交即可提交成功。 

4. 总结 

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选择在线选课方式进行选课管理。采用基于意愿点的选课系统不仅利于学校

管理，还利于学校培养高素质人才，完成教学目标。 
实现基于意愿点的选课系统，需要做到以下 3 点： 
1) 结合高校现有的选课系统和选课流程，扩充本系统的数据库，比如录入各年级学生的学号、姓名、

专业等信息。选课界面与高校现有的选课系统保持一致。 
2) 系统的设计和数据库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比如学生模块要符合学生的选课需求，加入关

于选课的详细信息描述，热门选课排行榜等内容，如有疑问可以通过留言版进行反馈和交流。 
3) 学生对投放意愿点的规则和流程有充分的认识，能够顺利进行选课活动。 
基于意愿点的选课系统已经基本上实现，但是仍然存在不完美之处。例如还可以加入背景音乐来提

高用户友好性。 
因此，本系统还可以进行以下 2 方面优化。 
1) 功能扩展：老师也可以进行学生选课的管理，比如若老师非常欣赏一个学生，那么哪怕他的 

 

 
Figure 16. Student’s curriculum information UI 
图 16. 学生课程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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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Student’s choosing curriculum information UI 
图 17. 学生已选课程信息界面 
 

 
Figure 18. Student’s submitting “will point” UI 
图 18. 学生提交意愿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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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点数排名较为落后，老师可以利用自己的权限，赋予该学生意愿点更多的权重，使得该学生的

意愿点排名靠前，可以顺利选上心仪的课程。 
2) 系统的升级和对接：基于意愿点的选课系统可以和高校已有的排课系统、学生个人信息系统对接，

并且系统可以向着手机 APP 转型，在手机上也可以方便的进行操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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