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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efficiency of teaching management caused by insufficient of informa-
tization and low standard level of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a management system is analysed 
and modeled. The system includes key functions such as term planning, weekly work topic ar-
rangement, teaching inspection and examination task assignment. By analysing and modeling of 
this system systematically,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processes are further clarified, and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e standardized, and the system function and boundary are de-
termined, and the guidance for the actual development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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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计算机学院在学期过程中各类教学管理事务信息化程度低导致的效率低下，以及教学管理模式不够

规范的问题，分析并设计了教学管理系统。该系统包括学期计划、周工作主题安排、教学检查和考试任

务分配等关键功能，通过系统的分析及模型设计进一步疏理了教务管理流程，规范了教务管理活动，同

时确定了系统功能及边界，为实际开发提供了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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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职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二级学院以教研室为单位承担着主要的教学活动，

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对这些活动进行有效地管理对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唐文利

[1]对高校教务管理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指出构建科学完善的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必要性。龚

日朝等人[2]采用以培养方案为中心的系统研发理念，实现教学管理中过程与结果、管理与服务、精细化

和信息化的相互融合，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应用于高校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越来越多，但针对于院

系日常教学工作的管理系统依旧较少。此外，由于不同高校、院系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流程可能有区别，

因此这类系统大多是针对自身的情况对工作流程进行控制，不能直接移植到其他高校实现自动化管理。 
黄淼等人[3]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针对教务评教系统设计了专门的信息化系统用以方便教学评教工作

的实施和管理。李晓林等人[4]结合所遇到的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现状分析并开发了网上预约管理系统，提

高了管理工作效率和设备利用率。张肖如等人[5]为改善学校毕业审核需求与工作流程的不匹配采用 RoR
框架实现了新的毕业资格审核系统，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以上系统都结合实际需求进行设计开发以满

足应用需求，当遇到新的需求时仍有必要结合需求开发新的系统。对于计算机学院来讲，自主研发一套

适合院系日常教学工作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以此来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并提升管理工作效率成为一种经

济的、针对性强的选择。 

2. 需求分析 

计算机学院设有五个教研室，每个学期内各教研室都要完成制定学期计划、上报每周的工作主题、

进行三次教学检查、分配考试任务并进行审核等工作。其中所涉及的角色主要有三类：院系管理者、教

研室主任和普通教师，其中院系管理者负责发布活动通知、审核并批复来自教研室的方案或材料；教研

室主任根据活动通知有两类行为，有可能是制定方案并上报院系等待批复，有可能是组织普通教师完成

活动并上报相关材料；普通教师主要是查看院系领导和教研室主任下发的通知或任务，并根据要求上传

相关材料。其中，担任院系管理者或教研室主任角色的用户也可能同时具备普通教师角色。 
系统以教研室的教学管理工作为核心，以学期为单位，以实际工作内容和流程为基础进行抽象和设

计，所涉及的活动主要有的学期计划、周工作主题、教学检查和考试任务分配等，具体分析如下。 

2.1. 学期计划活动分析 

学期计划的主要参与者是院系管理者和教研室主任，主要工作是上报本学期的计划。学期初，教研

室根据教务处的教学运行表，制定针对本学期的学期计划并形成规范材料，并上报院系管理者，院系者

审核通过后流程结束。若未通过审核则指定修改时间，在修改时间内教研室可多次继续上报并得到反馈

结果；若修改时间内未能上报并通过审核，则在系统中标记为管理异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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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周工作主题活动分析 

周工作主题的主要参与者是院系管理者和教研室主任，由教研室主任在学期初制订本学期内每一周

的工作重点(比如集中讨论听课情况、讨论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稿等等)，并上报院系管理者。院系管理者收

到上报的材料后进行审阅并回馈意见。 

2.3. 教学检查活动分析 

教学检查活动涉及的参与者有院系管理者、教研室主任和普通教师。先由院系管理者发布检查通知，

教研室主任收到通知后发布具体的检查要求和材料提交的截止时间。普通教师可以查看通知和检查要求，

并根据检查要求准备相关的材料，在截止时间到达前上传自己的检查材料。教研室主任在截止时间到达

后可以对材料进行检查并由系统进行统计，最终把检查情况提交给院系管理者，院系管理者批复后流程

结束。每个学期有三次教学检查，流程都一样，检查的材料稍有不同。 

2.4. 考试任务分配活动分析 

考试任务分配的主要参与者是教研室主任和普通教师，由教研室主任设计并发布考试任务分配方案，

普通教师查看自己分到的任务，随后根据任务准备相关材料。因为涉及保密，所以考试材料的收取不在

系统里上传，还是传统的通过 U 盘现场交到办公室。考试任务分配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布考试任务的

分配情况，并通知相关教师。 

2.5. 重要事件提醒及分析 

重要事件提醒功能本身并不是一项活动，但却是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功能，通过对重要的工作(如某

个周工作主题或者其他自定义的事件)进行标记，系统可以在标记截止时间到达前两天进行提示，避免因

遗忘重要事件带来的后果。 
以周工作主题为例，经过与相关角色的沟通，得出该活动的活动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activity diagram for the weekly work theme 
图 1. 周工作主题的活动图 

 

DOI: 10.12677/sea.2018.75027 237 软件工程与应用 
 

https://doi.org/10.12677/sea.2018.75027


李真 等 
 

3. 架构设计 

需求分析中主要关注需要什么功能，而不必考虑如设实现。在设计阶段则需加上必要的数据管理。

结合以上分析，系统的功能架构包括基础信息、工作计划和教学检查三类，其功能结构如图 2 所示。其

中，基础信息模块下细分为院系信息管理和个人信息管理，用于维护系统中其他模块共用的基本数据；

工作计划模块包含学期计划、周工作主题管理、重要事件管理和考试任务管理功能，用于完成教学管理

中不同的业务要求；教学检查模块分为教学检查管理和教学检查执行两个组成部分，用于全面支持教学

检查工作的方方面面。 
系统的技术架构选择多层架构，这是在 MVC 三层架构的基础上，继续分层而形成的。通过进一步

分层，各层的职责更加明确，系统执行流程更加清晰。多层架构广泛应用于名类系统的开发，如整合 WCF
技术的多层架构[6]、基于 JavaEE 的多层架构[7] [8] [9]。本系统采用 5 层架构进行设计，具体包括视图层、

控制层、业务对象层、持久化层和系统服务层，视图层以 JSP 技术为主，控制层以 Struts2 为主，业务对

象层是 JavaBean，持久化层采用 Hibernate 框架，系统服务层借助 Java 和 Spring 进行解耦，系统整体架

构如图 3 所示。最上层是视图层，主要采用 JSP、HTML、层叠样式表 CSS 和 JavaScript 技术，用于以网

页的形式向用户展示教学管理系统的界面并接收用户的交互信息，例如用户进入系统后看到的主页面、

管理页面和查询页面等等；接下来是控制层，主要采用 Struts2 技术，通过该框架转发用户在教务管理系

统中提交的交互信息、调用业务逻辑层代码进行处理并根据处理结果向用户返回相应的界面，例如用户

在新增周工作主题页面中输入了信息并点击提交后，用户输入的周工作主题信息将由控制层分派给周工

作主题服务，最后根据服务结果决定给出操作失败提示还是跳转到周工作主题列表页面；再接下来是系

统服务层，主要采用 Java 和 Spring 技术，用于处理系统需求中与业务相关的操作(如学期计划业务、教

学检查业务、周工作主题业务等等)，例如周工作主题服务中将根据业务需求对周工作主题的有效性进行

检查、从学期计划中查询候选的周工作主题等等；再往下是业务对象层，采用 JavaBean 技术，用于定义

各功能模块中的实体或概念，由其他各层根据需要创建和使用，例如周工作主题模块中根据需求分析设

计出周工作主题对象用来存储周工作主题数据；最后一层是持久化层，主要采用 Hibernate 框架和 DAO
技术，用于把系统数据存入数据库或从数据库中读取所需的系统数据，例如周工作主题模块的持久化 
 

 
Figure 2.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diagram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图 2. 教学管理系统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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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agram of multi-tier structure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图 3. 教学管理系统多层架构图示 

 
层能够把用户提交的周工作主题存入数据库，也能够从数据库中查询出用户某学期的所有周工作主题。

系统按照上述五层架构，分别建立用户界面 UI 层、Action 层、Service 层、实体层和 Dao 层与之对应。 

4.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采用 SQL Server 2008，由需求分析得到学期、课程、教研室等十五个实体，通过对这些实体

间的关系模式进行分析，抽取出 10 个关系模式，形成学期、课程、教研室、学期计划等 25 张数据表。

其中基础数据涉及 8 张表，学期计划功能涉及 3 张表，周工作主题涉及 2 张表，教学检查涉及 6 张表，

考试任务分配涉及 4 张表，重要事件提醒涉及 2 张表。以教学检查为例，其中的 2 张数据表如下。其中，

教学检查表(EduCheck)用于记录教研室提交的总结，包含教学检查编号、截止时间、完成情况、检查材

料文件名、院系的审批内容、所属教研室和所在学期等信息，如表 1 所示；检查详情表(CheckDetail)用于

记录某位教师检查的总体情况，包含编号、备注、检查结果是否合格、所属的教学检查、被检查人和所

在学期等信息，如表 2 所示。  

5. 详细设计 

系统主要模块的功能设计如下。 
1) 基础信息管理模块。用于管理系统中的各类基础信息，一方面对数据进行增删改查，能够对学期、

周次、课程、教研室、各类用户、任课情况等信息进行统一的管理；另一方面对系统流程进行管理，能

够开启新的学期，当新学期开启后，之前学期的资料也将封存，不能再进行修改。 
2) 学期计划模块。用于管理各教研室整个学期的活动计划，确保教研室活动的正常开展。教研室主

任身份能够对学期计划进行录入、删除、修改，院系管理者能够进行审核，可以选择通过审核或返回修

改。一旦计划制订完成就不可更改，在学期中若需要变动则需通过周工作主题模块进行调整。 
3) 周工作主题模块。用于设定和执行每周的主题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实现学期计划任务。教研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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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table EduCheck 
表 1. 教学检查表逻辑结构 

字段名 字段说明 数据类型 长度 主键或外键 

edckid 教学检查 ID int  主键 

checktime 截止时间 date   

deucfinish 完成情况 varchar 300  

filesrc 文件名 varchar 300  

shenpitype 审批内容 varchar 300  

staid 教研室 ID int  外键 

teid 学期 ID int  外键 

 
Table 2.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table CheckDetail 
表 2. 检查详情表逻辑结构 

字段名 字段说明 数据类型 长度 主键或外键 

checkdetaid 检查详情 ID int  主键 

checkresult 备注 varchar 300  

hegeorno 是否合格 varchar 15  

edckid 教学检查 ID int  外键 

leaid 提交人 ID int  外键 

termclassid 学期课程 ID int  外键 

 
任身份能够管理周工作主题，从学期计划或模板中导入周工作主题，也可临时设定新的活动作为下一周

的主题。院系管理者可以进行审核并通知审核结果。周工作主题须在前一周制订完成，从而确保周工作

的正常开展。 
4) 教学检查模块。用于规范化教学检查过程，督促教学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院系管理者能够下发

检查通知、审核教研室的检查结果并进行批复；教研室能够通知所辖教师按时按要求提交检查材料、获

取教师提交材料的统计信息并下载查看材料、向院系上报检查结果并获得反馈；普通教师能够查看检查

通知和要求、根据系统的提示上传和提交检查材料和查看反馈结果。 
5) 考试任务分配模块。用于辅助教研室为每位教师分配出卷或考试材料准备任务。系统根据人才培

养方案和教师的授课信息向教研室展示需要安排考试任务的课程和教师；教研室对系统展示出的课程和

教师进行关联从而分配考试任务；任务分配完成并发布后，普通教师能够查看任务分配结果。 
6) 重要事件提醒模块。用于在用户登录系统时提醒用户有重要的任务待完成，尽量避免用户因一时

大意错过任务截止时间。所有用户均可添加自定义重要事件，能够查询、录入、修改和删除重要事件，

也能够浏览和删除重要事件历史。可以设置提前 1 天、3 天、1 周或 2 周进行提醒。 
以周工作主题模块为例，用户在周工作主题管理页面点击“新增主题”按钮，视图层接收到交互信

息并显示出新增页面，用户输入信息后提交给控制层，控制层调用系统服务层完成信息的添加，最终跳

转回周工作主题管理页面并显示最新的周工作主题列表。周工作主题新增的具体过程如图 4 所示，整体

分为获取可选计划项、存储周工作主题和获取所有周工作主题这三个阶段，各阶段的调用流程相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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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制层、系统服务层和持久化层在处理同一个交互请求时虽然方法的内容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名相

同，这样不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去区分业务内容，从而有利于系统的实现。以存储周工作主题阶段为例，

用户通过在 UI 层点击“录入”按钮向 Action 层(此处为 WeekPlanAction)发送 addWeekPlan()消息，Action
层接收到该消息时先将用户输入的数据封装为业务对象(此处为周工作主题 WeekPlan)，然后调用 Service
层(此处为 WeekPlanService)的 addWeekPlan()方法执行业务过程。在 WeekPlanService 执行过程中，首先

需检查 WeekPlan 的有效性，通过检查后调用持久化层(此处为 WeekPlanDao)的 addWeekPlan()方法进行

存储。WeekPlanDao 在执行过程中，通过 Hibernate 框架将 WeekPlan 存入数据库。系统中活动的流程控

制通过视图层的操作顺序实现。系统界面及周工作主题管理效果图如图 5 所示，其中右下方的内容区域

为周工作主题管理。 
系统最终部署在拥有 8G 内存的联想工作站上，供全院师生使用，经过一个学期的试运行，系统能

够支持 500 人的使用且表现稳定，能够以预期的响应速度提供各项功能服务。同时，系统应兼容 IE9
及以上版本、火狐浏览器和 360 浏览器等常用环境，通过测试及试运行的验证，发现系统符合兼容性要

求。 
 

 
Figure 4. The sequence diagram of weekly work theme activity  
图 4. 周工作主题活动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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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ystem interface and weekly work theme management rendering 
图 5. 系统界面及周工作主题管理效果图 

6. 结束语 

当前越来越多的结合实际应用需求的系统被投入使用，逐步提升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计算机学院

教学管理系统的建模为有相同需求的部门提供一个参考，该系统既能促进工作的信息化程度，提升工作

效率，更能把工作流程以系统的形式确立下来，为学院提供一个规范的管理平台，进一步提升工作的规

范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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