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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食堂点餐 APP 及新型食堂点餐 APP 设计 
李  静  张柳斌  史禹龙  贾  鹏  郭晋晖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山西孝义  032300） 

摘要：校园食堂点餐 APP 的研发与应用，可有效缓解食堂的运行压力，在智能化系统的应用下，可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服务，以
提升校内餐饮系统的运营效率。文章对学生群体需求进行论述，对食堂点餐 APP 功能及平台需求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 APP 具体设
计形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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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智能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下，依托于终端手机

设备与服务行业的深度融合，可为人们提供多元化服务。点餐
APP 应用程序的研发与应用，有效解决食堂饭口用餐难、用餐
慢的现象，学生通过智能手机对 APP 进行操作，便可与食堂进
行定向连接，在 UI 交互界面的指令操控下，来满足自身对饮食
的需求。但对于校园食堂点餐系统来讲，受到专业外卖平台的
影响，其在学生群体的受欢迎程度受到削弱，在于校外商家竞
争时处于劣势地位。为此，学校应加大研发自住型食堂点餐 APP
系统，并通过丰富的个性化功能满足当代学生的内在需求，进
而提升 APP 在学生全体的地位。 

一、用户需求分析 
一款软件的应用程度取决于软件系统操作流畅度、多元化

功能、个性化显示界面、人性化服务模式等。从主观意识来讲，
人们对某一类 APP 进 行选择时，除定向化需求以外，用户体
验（UE）则作为人们的首要选择方向。对于校园食堂点餐 APP
来讲，其针对的客户群体为学生，如何满足学生操作需求则成
为 APP 设计的重要课题。APP 软件在运行过程中，需通过架构
层、表现层、战略层等来对系统进行设计，且在每一项功能环
节，针对学生的操作行为、需求行为等，制定人性化功能，以
保证学生在进行信息搜查时，可第一时间通过 APP 找到产品，
以促进消费。 

二、APP 软件功能及平台需求 
APP 软件在运行过程中，一般以系统管理单元、学生用户

端、商家服务端为主。系统管理单元是对内部数据传输行为进
行监控，然后将商家信息、用户反馈信息等进行记录，并及时
上传到数据库内，以保证数据信息具备可查性。学生用户端是
指学生通过 UI 交互界面，对商品进行购买，同时还包含信息存
储、密码安全防控的功能，以为学生建构安全的网络交易环境。
商家服务端则是对商品的价格、品类、数量等进行实时更新，
以实现时效性信息交流，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同时商
家服务端应具备相应的数据信息设定权限，如查询订餐用户的
信息、设定密码等。 

三、技术环境 
本文设计的 APP 是以 Android 为运行平台的，在开放源代

码的特性下，令 Android 系统占据着大量市场，为此，可满足大
部分学生的使用系统。服务器主要以轻质型 Tomcat 为主，因其
具备稳定性、简便性、免费性等特点，可依据网络协议来对内
部信息进行实时存储。在对数据库选择过程中，应充分符合开
源式操控系统的特性，且应对内部成本进行有效控制，为此，
选取 MySQL 为数据存储系统。 

四、APP设计 
考虑到系统本身是为学生与食堂建立信息对接平台，内部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应对各类数据信息进行认证，以此来为用
户、商户等开通相应的操作权限。同时学校应将学生身份信息
与学籍信息进行捆绑，确保学生在平台中的各项操作行为可得
到监管，并可实行自身的操作权益，如菜品选定、反馈评价、
送货信息等。在对学生模块进行设计时，由于 Android 系统本身
属于开源式，在对数据信息进行确认时，需通过内部的协议文

件来实现数据整合与对接传输等，以保证学生用户的操控信息
可及时上传到服务器上，而此时服务器则依据协议指令，将内
部系统的数据进行合理调配，以满足学生的操作需求。为此，
Android 系统的主操控界面布局形式应采用继承式运行体系，然
后利用复用组件的形式对 APP 本身起到的聚合作用，令页面环
境布局不再局限于 Android 系统运行体系下。在对各组件间的离
散结构进行设定时，应以 XML 替代传统的 UI 界面，以保证 APP
在运行过程中，可将数据内部的代码进行分离控制。此外，在
对生成文件进行设定时，为确保源数据可在文件中进行定向传
输，应将根元素作为文件运行的重心，且根元素在执行某一项
数据行为时，应作为 View 的对象。而对于系统内其它的文件传
输形式，则可作为根元素的子传输模式，将其定位到系统的主
体视图框架之中。在对 ID 进行设计时，其在系统内是唯一化的
存在状态，但对于整体结构框架来将，ID 文件并不能代表其在
某一结构层内的全部定义，为此，应对 ID 进行视图化定义，以
确保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内部结构可精准的执行每一项指令操
控行为。 

考虑到 Android 系统与服务器的运行形式，在对通信模式进
行设计时，可采用 http、socket 两种协议。http 在对数据信息进
行指令传输时，可同步建立数据对接渠道，并将数据库内的响
应信息传递到用户端处；socket 可对数据信息进行单项传输，无
需在数据传输周期内，向用户端发送请求协议。从点餐系统本
身工作特性来讲，其是将数据信息在用户端、商户端进行传递，
并令两个端口间的信息可实现同步，为此，在实际设计过程中
应采用 http 协议，为系统内数据信息传输形式来建立对接渠道。 

结语： 
综上所述，外卖平台的出现对校内食堂体系造成较大的影

响，为满足当前社会主体竞争形式，食堂应自主研发 APP，为
学生提供网络订餐渠道，以提升自身的运行质量。本文则是对
校园食堂点餐 APP 的功能及设计形式进行研究，以建构出符合
学生自身使用特性的软件，进而提升食堂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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