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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教育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计算机技术实践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计算机技术实

践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大量的编程训练。为了改善程序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基于Django的在线评测系统。该系统采用B/S架构，使用MySQL作为后台数据库。主

要实现了用户管理、题库管理、作业管理、代码评测、交流讨论等功能。该系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教学

中，从而提升教师的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编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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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being paid to the practical skill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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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annot be improved without a lot of programming trai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ectiveness of programming cour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enhance students’ programming 
skills, 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online assessment system based on Django. The sys-
tem adopts a B/S architecture and uses MySQL as the database. It mainly implements functions 
such as user management, question bank management, assignment management, code evalu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The system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teaching, thus en-
hancing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rogramming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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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程序设计类课程是我国高等院校绝大多数本科生必修的一门计算机基础课程。该课程学习人数众多，

影响面广，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程序设计基本技能、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实践和动手能力，其

中实际的编程能力是学科培养和教学效果考查的重点。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以下问题：课堂上主

要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动手机会不多；学生上机实验时，也只是简单将老师或教材上的代码抄写到实

验报告中；平时作业、实验报告以及考试试卷都是由教师进行人工判题评阅的，教师由于重复性工作量

巨大，最多抽查批改部分作业。这样就导致了一方面对任课教师很难全面了解班级的学习情况，另一方

面对学生来说无法及时反馈，导致学习兴趣不高，最终影响学习效果。 
在线评测(Online Judge, OJ)系统[1]是一个基于 B/S 的多用户在线判题系统，它允许注册用户多次在

线提交源代码(如 C、C#、Java、Python 等)，系统自动对用户提交的代码进行编译，采用“黑盒判定”的

形式使用预先设定的测试用例进行测试，通过测试的结果检测程序的正确性，最终根据用户正确的解题

数和用时给出排名。传统的 OJ 系统主要用于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ACM/ICPC)的训练和比赛。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 OJ 系统，国内有北京大学的 POJ [2]、浙江大学的 ZOJ [3]、华中科技大学的 HUSTOJ 
[4]等，国外有美国的 USACO、俄罗斯乌拉尔大学的 URAL、波兰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 SPOJ 等。这些

OJ 系统含有丰富的题库，拥有强大的功能以及完善的竞争体系，但是这些系统对编程者综合素质要求高，

对于程序的评判过于严格[5] [6]，如果让刚接触编程的学生一开始就利用这些系统进行练习，由于其自身

的编程能力不强，会打击其对学习编程的积极性，不适合课程教学辅助场景。 
基于此，本文借鉴 OJ 系统的判题模式，并结合高校教学特点，设计了一个基于 Django 的在线测评

系统，学生可在网上自主进行程序设计训练时，能及时准确地发现错误反馈给学生，从而设计正确、合

理、高效的程序。本系统的应用有利于降低教师的重复性工作，提升教学效率，帮助学生提高编程水平，

增强实践动手能力。 

2. 需求分析 

本文设计一个适用于高等院校程序设计类课程的在线测评系统，便于教师布置作业、管理教学进度、

监督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和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等。系统主要划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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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登录系统后能够对学生用户进行管理、查看学生基本信息以及查看学生的当前的排名情况；

能够对题库进行管理、添加题库，并提供测试用例和测试结果；可以布置作业、批阅试卷和查看成绩；

能够与学生进行在线交流讨论，发布新闻公告等权限。 
2) 学生。学生拥有的权限最少，只具有查看新闻、在线交流讨论；查看并提交作业，根据测试用例

自动判断结果是否正确；参加学习、查看成绩以及修改个人信息等权限。 
根据以上分析，得到两个角色的用例图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Use case diagram of online judge system 
图 1. 在线测评系统用例图 

3. 系统设计 

3.1. 系统总体架构 

系统采用分层结构，主要包括前端展示、后台管理和评测模块三部分。前端展示和后台管理界面主

要由基于 Python 语言的 Django 框架来编写完成。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2 所示，整个系统采用 B/S
体系结构，通过 Internet 网对外提供服务。应用服务由 Web 服务器、文件服务器、评测机和数据库服务

器四部分构成，Web 服务器主要对外提供访问服务，文件服务器存储相关的测试用例和学生每次提交的

源代码，评测机主要用来对学生提交的代码进行检测，数据库服务器在通过数据的共享的方式实现上述

三个服务的数据通信。当用户访问 Web 服务器，选择题目进行答题并提交新的源代码后，后台程序会在

数据库中做相应的记录，并将该题目的评测任务加入到数据库的任务队列中，评测机利用轮询或者事件

响应机制进行评测，对队列中的任务采用 FIFO 评测方式实现自定义的动态任务分配。当评测任务完成后，

评测结果保存到数据库服务器，同时也会利用消息事件机制将结果返回给 WEB 服务器，最终用户在 WEB
页面上就可以看到自己提交源代码的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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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drawing 
图 2. 系统架构设计图 

3.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基于前面的需求分析，在线评判系统设计了以下五个模块：基本信息管理模块，题库管理模块，作

业管理模块，评测管理模块，交流讨论模块。系统的功能模块结构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ystem functional diagram 
图 3. 系统功能模块图 

 

1) 基本信息管理。该模块主要完成用户、课程、班级以及学生等基本信息的管理。其中用户信息管

理模块主要管理使用本系统的所有用户基本信息，包括注册、登录、修改密码等功能；课程管理模块主

要是对教师所教学的课程的进行管理，包括 CRUD (添加、查询、修改、删除)等功能；教学班级管理模

块对教师所教某门课程的教学班级进行管理，包括 CRUD 操作；学生管理是对教师所教某门课程下的某

个教学班级的学生进行管理，主要包括 CRUD 操作、查看学生的当前排名情况以及批量导入学生信息并

自动关联用户信息等功能。 
2) 题库管理。该模块主要对试题进行管理，包括 CRUD 操作、批量导入(出)题目等。题目类型主要

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编程题等。每个题目主要包含题目编号、题型、题目内容、标

参考答案、知识点、时间和内存限制、题目提示等内容，其中时间限制、内存限制可以采用默认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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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题都可以查看评测历史记录。同时还包括测试用例管理，在该模块中可以对测试数据进行 CRUD 操作。

每组测试数据可以灵活地设置分值以及是否启用。 
3) 作业管理模块。该模块用于对学生作业进行管理，包括作业的 CURD 操作、批改作业以及成绩管

理。发布作业时首先输入作业基本信息(作业名称、成绩、截止时间、班级、备注等信息)，接下来从题库

中选择题目添加到作业中，并设置每道题的分值；人工批改作业(可批量修改)，作业代码打包下载；成绩

管理中可以针对每次作业，按班级、学号、姓名等信息查看学生的成绩。 
4) 评测管理模块。该模块是本系统的核心模块。主要用于学生源代码的上传提交，系统后台代码的

编译运行，并根据执行结果与测试用例的标准输出的差别，返回给学生源代码的执行状态。基本的状态

代码信息包括以下几种：编译错误(Compile Error)、时间超限(Time Limit Exceed)、内存超限(Memory Limit 
Exceed)、运行错误(Runtime Error)、通过(Accepted)、答案错误(Wrong Answer)、格式错误(Presentation Error)
等。整个评测过程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Code judging flow diagram 
图 4. 代码评测流程 

https://doi.org/10.12677/csa.2021.119226


尹艳兰，陈世峰 
 

 

DOI: 10.12677/csa.2021.119226 2211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5) 交流讨论模块。该模块主要是用于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在线交流讨论，学生可以在线提交

问题，教师和其它学生可以参与相关的问题的讨论，可以对相关问题进行检索查询，以及按时间或者内

容相关度进行排序。同时还提供站内信息发布功能，教师可以发布作业、比赛、公告通知等信息，学生

只能查看信息，当学生点击标题后可以查看相关详细内容。 

3.3. 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采用 MySQL 数据库，MySQL 提供了一整套数据库管理工具，由于其高性能和开源性，已经

被很多大型系统广泛使用。根据前面的调研和分析，本系统中的数据实体有：教师、课程、班级、学生、

题库类型、题库、测试用例、作业、讨论等。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是：教师可以给相关班级(一对多)讲授

课程(一对多)，针对相关课程布置作业(一对多)，不同的作业由不同的题目构成(多对多)；学生在线完成

相关作业(多对多)，同时可以对其它同学提出的问题参与讨论(多对多)。整个概念设计阶段的系统实体联

系图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System ER diagram 
图 5. 系统 ER 图 

 
本系统的核心数据表包括用户基本信息表(py_user)、课程信息表(py_course)、班级信息表(py_class)、

学生信息表(py_student)、试题类别信息表(py_tktype)、题库信息表(py_tiku)、测试用例信息表(py_testcase)、
作业基本信息表(py_task)、作业题目详细表(py_taskdetail)、学生完成作业信息表(py_usertask)、学生作业

题目详细表(py_usertaskdetail)、公告信息表(py_nofity)以及在线讨论表(py_bbs)等。 

4. 系统实现 

4.1. 开发平台 

本系统是一种基于 B/S 架构的多用户在线评测系统，用户在线提交源代码后，系统进行自动编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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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给出测试结果。网站采用 Django 框架进行系统开发。Django 是一个用 Python 编写的开源 Web 框架，

采用 MTV 的框架模式。MTV 框架把 Web 应用分模型(Model)、模板(Template)和视图(View)三部分，其

中模型是数据持久层，负责业务对象和数据库的关系映射，实现数据的持久化；模板为表现层，负责如

何把页面展示给用户；视图也就是业务逻辑层，并在适当时候调用 Model 和 Template。 
开发工具方面，采用 Python3.6，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运行并最终完成本地开发。为了防止出现 

Python 包管理问题以及版本冲突问题，采用 virtualeny 来建立虚拟环境。系统采用 nginx+uwsgi 进行部署，

数据库采用 MariaDB 5.5.68 版本，使用 Navicat 15 作为图形化开发工具。 

4.2. 界面实现 

介于篇幅的原因，以下只介绍几个主要功能的界面实现。 
1) 登录界面。在用户登录模块中，根据不同的使用权限将角色分设为两类：老师(管理员)和学生。

老师(管理员)可以对整个平台的信息进行更新及管理操作，包含课程、班级、学生、试题、试卷、新闻等

信息的管理，还可以对学生提交作业进行评测得分以供教学分析使用。学生用户是系统的主要使用者，

其主要权限包括查看个人相关信息、新闻公告，完成系统中的试卷和作业等，还可以根据评测结果查看

自己的学习情况并根据个人情况加以调整练习。具体登录界面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User login interface 
图 6. 用户登录界面 

 
2) 系统主页。通过登录验证后，进入的是系统的主界面，如图 7 所示。左侧的导航栏会根据当前

用户的角色显示不同的菜单项，拥有权限的教师(管理员)登录成功后，可以在系统设置菜单中进行相关

配置。右侧为本系统的中的常用功能区，包括评测功能统计分析，通知公告列表、错题集、以及错题

集排行等。 
3) 题库管理。题库管理为教师(管理员)提供题库维护操作，操作界面如图 8 所示，主要涉及增加题

目，修改题目，删除题目，查看通过率，平均代码行以及完成时间等。教师(管理员)登录成功后，选择试

题添加页面。根据提示信息输入一系列基本数据，再添加动态评测的测试用例以及用来评测测试用例的

样例代码。也可以对题库题型进行管理。 
4) 作业管理。教师(管理员)可以通过该模块进行在线组卷，系统提供两种组卷模式，分别是自动出

题和手工出题。教师进入界面后，先按提示录入一些基本数据，如图 9 所示。选择试卷类型，填写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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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并确定答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考生就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作答。在“试题分布”界

面，如图 10 所示。教师可以选择出题方式，如果选择“自动出题”，则选取相应的知识点、科目、题型、

题目难度、题目数量就能完成组卷。如果是“人工出题”，则教师根据科目名称、知识点和题型名称来

进行选题，最终完成手工组卷。 
 

 
Figure 7. System home interface 
图 7. 系统首页界面 
 

 
Figure 8. Question library interface 
图 8. 题库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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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Examination paper interface 
图 9. 试卷配置界面 

 

 
Figure 10. Question selection interface 
图 10. 试题选取界面 

 

5) 在线测评。当教师完成组卷后，学生登录系统后就能查看相应的考试和作业信息，点击题目详细

信息后，可以进入题目详情页，如图 11 所示。学生阅读题目后可以在线编写代码。编写完成后，即可提

交自己的代码。代码提交后，会及时的反馈评测结果以及得分。如果不是满分，学生可以根据各个测试

用例的结果，进一步修改自己的代码，再次进行提交评测，直到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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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Submit code interface 
图 11. 提交代码界面 

5. 总结 

本文设计并开发了基于 Django 的程序设计题在线自动评测系统，实现了人员管理、题库管理、网页

提交题目、程序评价反馈、信息统计、在线讨论交流等功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以有效解决高等院

校程序设计类课程的作业、实验和期末考试在线自动评判问题。本系统的应用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降低教师的重复性工作量，改进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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