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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智能在线模考练系统设计与实现应用
徐苏炜　周　弢

（珠海市卫生学校，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目前，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比较火热，但基于考试功

能的信息化教学平台的研究和建设相对较少。本研究致力于解决

传统作业、考试模式的弊端，从实际应用性出发，设计了模考练

学习平台。本研究探讨基于 B/S 结构的技术实现方案，从实际可

行性出发，研究探讨现有的组卷技术，对组卷中设计的主要参数、

条件进行分析，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通过比较不同算法的优缺点，

选择合理的组卷算法，并将其运用到系统开发中。该项目开发的

在线模考练平台不但提供了学生移动学习的环境，而且便于教师

及时获取学生的学习反馈，为教师动态了解学生的学情，开展精

准教学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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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涌现了各种面向服务的应用程序，

简称 App。这些 App 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其中，腾讯公司基于社交服务程序微信，推出了一款名为

“微信小程序”的应用。该程序不需要使用者下载安装占用手

机内存，只需要通过搜索或扫描二维码即可使用。开发者也可

以使用微信提供的开发包，并配有详细的说明，实现自己想要

的功能。对于高校课程建设来说移动应用建设将会是一个不可

逆转的趋势。

一、主要研究内容及应用场景

本项目在信息化教育背景下，开发了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在线

模考练平台，实现了移动学习，使学生可以利用碎片化学习时间

进行在线模考练，并基于信息化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系统让教师迅

速获得学习反馈。

本研究旨在搭建在线模拟考试和练习平台，在微信前端为学

生进行习题练习、模拟自测提供方便，在后台为教师获得教学效

果反馈提供便利，进而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保障。

本系统设计并实现了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在线模考练平台，基

于 Visual Studio 软件平台，对系统进行编程，实现典型模块的功能。

依托腾讯云服务器，采用 Nodejs 技术和 MongoDB 数据库，实现了

实现自主学习训练、在线作业、自动组卷、题库管理、阶段性测

验等功能，使作业和考试更好地成为指导教学的工具，以及消除

因命题人主观因素导致考试的不公平。

二、系统设计

（一）总体框架

在线学习平台主要包括微信小程序学生端和教师管理员后台

端。在线学习平台主要分为前端在在线模考练平台和后台教师管

理平台：

1. 在线模考练学习平台

前端平台主要分为顺序练题和模拟考试两个功能，这两项功

能有细分模块，分别为乱序刷题、专项刷题、题型刷题、我的收藏、

未做习题、我的错题、刷知识点、考前必备等几个模块。

这些模块分别具备不同的联系和考试功能，满足学生不同的

学习、练习和考试需求，使学生可以通过本系统的微信小程序端，

将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

2. 后台教师管理平台

后台教师管理平台的功能主要是教师在后台网页端对在线练

习测试题目进行上传和管理、发布重要通知等。由教师开启各项

功能，学生在小程序中对应的界面上完成测试题目。

后台测试端主要分为基础设置、轮播图管理、公告文章管理、

题库管理、试题管理、用户管理、学生管理、流量主管理、反馈

管理以及兑换管理。这些功能模块实现了不同的管理功能，使教

师可以对前端学生模考练平添进行有效管理。

（二）技术开发方案

在线移动模考练端通过微信小程序平台完成，后台管理端通

过腾讯云平台架构而成。以 ASP.NET 为编程语言，以 B/S 架构模

式为系统架构，以 SQLServer 为数据库，编程开发了基于 ASP.NET

技术的在线教育、组卷与考试系统。

在线组卷与考试系统的基本功能需求以及系统的三个角色：

学生用户、教师用户、系统管理员用户。之后，分析系统的基本功能，

并分别从技术和环境角度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

采用 MS.SQL.SERVER2000 作为数据库服务器，完成了学习、

作业和考试三个子系统各功能模块的开发工作，有效支持本系统

的运行。

开发完成后，对整个系统分别进行了界面测试和功能测试，

完善系统开发中的问题。运用先进的数据库技术等，实现数据全

面整合和信息共享，支持数据的快速交互，极大提高了用户体验。

三、系统设计与功能

（一）前端在线模考练模块方案

前端在线模考练平台主要是通过微信小程序客户端发送请求，

后台腾讯云服务器收到请求后，查询数据库获取相应的数据，然

后将数据以 JSON 数据的格式发送给小程序客户端。

1. 顺序练习

（1）乱序刷题

该模块最大的功能是系统可以随即出题，学生可以随机练习，

主要满足学生在具备一定刷题量后，进行自我随即练习，更全面

地覆盖知识点。

（2）专项刷题

专项刷题模块主要讲习题按照知识点进行排列组合，学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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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入该模块自主选择知识点进行练习。该模块主要满足学生在

学习新知识后巩固新知识的刷题需求，或者对某一知识点进行强

化练习的刷题需求。专项刷题具有系统性和明确的知识指向性。

（3）题型刷题

题型刷题模块主要按照各种类型的题目划分练习模块：单选

题、判断题、多选题和填空题、主观题。客观题模块由系统判定

成绩并给出答案，主观题模块学生端可以把答题情况传输到腾讯

云服务器，教师可以在 web 端查看学生的主观题答题情况。题型

刷题和乱洗刷题、专项刷题互为补充，丰富刷题形式，提高刷题

的乐趣。

（4）我的收藏

我的收藏主要满足学生的个性学习需求。对于重难点题目学

生添加收藏，方便随时观看，巩固提高。

（5）未做习题

未做习题主要通过记录学生的刷题情况，对学生进行反馈，

让学生掌握自己的刷题情况。

（6）我的错题

我的错题和未做习题一样，通过过记录学生的刷题情况，对

学生进行反馈，让学生可以方便查看自己的错题，分析自己的薄

弱点，进行针对性刷题，提高刷题效果。

（7）刷知识点

这一模块主要展示了各项重要知识点，让学生在刷题空域可

以回顾知识点，与书体互为补充，提高学生的联系效率。

（8）考前必备

考前必备和刷知识点模块互为补充，都记录了知识重难点，

主要有教师管理后台控制，学生自主查看，自主补充和巩固提高。

2. 模拟考试

模拟考试模块主要分为全真模拟、优先考未做题、智能考试

三个模块。

（1）全真模拟试卷列表可以将试卷按照不同单元知识点进行

组合，列示每一单元知识点的考题，使学生在全真模拟考试中检

验自己对不同模块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加强练习的反馈。

这一模块可以分为答题模式和背题模式，背题模式将答案进

行列示，学生可以更加学习需求自主选择模块进行练习。

（2）优先考未做题模块主要是将未做题进行随即组合，除了

考试题目以未做题优先外，其余组卷原理和模块功能与全真模拟

试卷模块一致

（3）智能考试由系统随机进行考试模块的排列组合，学生自

主进行考试。

（二）教师后台管理模块方案

在教师后台管理，教师输入自己的工号和密码登录后可以选

择发布试卷或试题、历史考试结果、添加试卷和修改试卷功能。

系统中记录了所有试卷的考试结果，教师可以点击查看。

1. 习题管理

实现习题上传、整理、增加、修改和删除习题。教师在后台

网页端上给出练习题目，学生在微信小程序中对应的界面上完成

练习题目，并提交给服务器，后台将答题结果存入数据库。教师

可以查看学生的提交信息以及全班的正确率。

2. 考试管理

设置考试题型，对考试的时间、题量和题目难度进行把握，

通过设计系统参数，有系统自动完成组卷、学生考试和阅卷等操作。

3. 成绩管理

系统的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学生的成绩进行归档、统计和分

析。

在后台管理系统中，教师可以设置参数获得学生的成绩分析

图。在本系统中，将答题人数、得分率、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

满分人数、不及格人数等进行分析，分别以表格和条形图的形式

进行展示。教师可以从图表中清晰地获得学生的答题情况，进而

分析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传统课堂教学，教师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只能随机抽取

一两名学生回答问题，没有精力查看所有同学的答题情况。在线

模考练系统致力于解决教师在教学期间无法掌握班级的教学效果

的问题，方便教师实时获取学生的学习成效，节约教师的时间，

给教师减轻工作量，为教师调整教学方案提供信息支撑。

学生在微信小程序上通过线上模考练系统进行习题练习，打

破了传统习题练习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使做习题变得有趣。利

用移动客户端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练习，将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

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信息系统强大的系统分析功能给学生进行学习反馈，让学生

掌握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而可以针对性地进行习题练习，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只需简单点击前端的功能就可以查

看自己的学习情况。

四、结语

本项目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在线模考练学习

平台，项目完成了程序设计、系统开发等工作，为学生打造了一

个在线模考练的学习平台。这个结语：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设

计了多样化的在线习题练习和考试模式，既提高了学生对碎片化

时间的利用率，也将习题练习变得更富有趣味性，而且平台依托

大数据技术对学生的练习情况进行分析，实施精准的教学反馈。

未来在线学习模式必将成为不可替代的教育潮流，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进行了一次有益探索，必将为学科建设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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