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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院校发展迅速，招生人数每年大幅递增，不断增设新的专业。这一办学现状使得职业院校面临大量烦

琐的教务管理工作，因此需要借助网络及相关技术，构建功能合理的教务管理系统。基于此，本文分析了

建设职业院校教育系统的设计原则、职业院校对教务管理的需求，并从总体规划到模块设计，逐步细化研

究教务系统的设计策略及方法，以对学生、教师信息及课程教学、教学计划等教学信息进行合理的管理，

提供合理的服务，提高职业院校管理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职业院校；教务管理；系统设计 

DOI：10.18686/jyyxx.v3i8.52741 
 
当下许多职业院校专业数量、入学人数大幅增加，加

上学分制、成绩管理、教师科研、学生选课制等新制度在
职业院校中的落实，使得教学管理的信息量更大，信息类
型更为复杂。纸质化的教务管理方式早已经不能满足职业
院校的需求，这就要求职业学校需要建设一套以学生、教
师等为主体对象的信息化的教务管理系统，实现完全无纸
化的办公。具体而言，构建信息化的教务管理系统，需要
这将教师教学、科研等内容量化，并结合相关教学信息实
现反映教师及相关管理者的考评情况，同时需要结合现行
学分制对学生选课、成绩查询等活动开展合理管理，并实
现评教结果申诉、教学反馈等个性化需要。因此需要基于
web、Java 编程等成熟的技术，来构建能更好地应对管理
需求的教务信息管理系统，更好地进行数据交互、数据处
理，管理者及学生、教师不必下载客户端，即可方便、安
全进行相关操作，系统的维护工作也将大幅减少。 

1.  职业院校教务系统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分析 

1.1  系统性、安全可靠性原则 
教务系统虽然由多个子模块组成，但需要作为一个结

构合理的统一体存在。因此，系统设计时首要考虑系统性
原则，基于对系统设计需求及技术需求的全面考虑，尽量
做到设计规范、结构合理、代码统一、语言一致、思路一
致，以提升系统的易用性，并方便后期多次利用和程序修
改、程序完善等工作。同时，安全稳定也是教育系统首先
应该考虑的，指系统抗干扰能力和运行承载能力，教务系
统的使用主体多样、数量庞大，一旦崩溃，或出现信息泄
露，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需要基于现实考虑系统承载力
需求，加强账号保护、数据保护，如应用数据备份、数据
纠错、数据恢复、数据共享等技术来提升教务系统支的抗
干扰能力。另外，教务管理系统不应过分独立，应与其他
业务系统相对接，支持跨平台和多数据库，提升系统的伸
缩性，降低维护的难度，并支持多类设备登录，以提升其
兼容性，方便操作。 

1.2  灵活性原则 
提升系统灵活性即提升其对环境的适应力，可保证系

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系统设计时应具有良好开放性及结
构可变性，不将代码全部写死，应该使用模块化结构来提
升各模块间的独立性，减少模块间不必要的联系，以便于
后期系统更新时能对单个模块进行修改，而不影响其他模
块。但同时，系统建设应遵循开放兼容和标准统一的原则，

使教务系统能够支持多层协议，使数据交换以统一标准进
行，以确保不同门户能安全可靠的进行数据连接、数据共
享。 

1.3  经济性原则 
系统设计时应采取适当经济手段，在满足系统需求

时，尽可能降低建设成本。不盲目追求高配置硬件和高技
术的使用，要以系统实际需求为基础，但同时也应当考虑
先进性需求，在保证系统成熟可靠的前提下，结合职业院
校为例的发展来较长远的考虑教育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
即不过分高配置，也不过分的减少投入，然后从设计思想，
到系统结构的设计、软硬件配置等方面平衡系统的先进
性、成熟性和经济性，使技术架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2.  职业院校教务系统需求分析 

就职业院校而言，建设教务管理系统，目的在于对学
生、教师及教学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及通过该平台获得相
关的交互信息。由于各高校自身的办学目标及具体办学情
况有所不同，设计教务管理系统时需要结合自身教务管理
需求及相关技术需求，具体如下： 

2.1  主要功能及各大模块的需求 
职业院校的教务管理工作主要涉及教学资源、教师信

息、学生信息、选课信息、成绩信息等信息的管理及信息
发布等工作，教务管理系统也切合这些工作设置功能模
块。具体而言，教务管理模块应涉及对学生信息、教师信
息、班级信息、课程信息、成绩信息、教学资源信息、产
业服务、教师日常工作服务、选课排课、学生评教、综合
信息查询等方面的整体性管理，各管理内容将根据实际需
要进一步细化，如教师信息应包含教师注册信息、每位教
师的教学计划及课程信息等。 

教务系统服务于教职工和在读学生，由于这两大对象
对教务系统的需求不同，设计教务系统时应分别建设教工
与学生两个系统，二者通过不同的口进入系统，且有不同
的操作权限，呈现不同的教务信息及服务项目。教工包含
教师、辅导员、教务管理人员等类型，通过不同类型的工
号登入系统，以教师系统为例，应包含基础信息、教学业
绩、科研服务、日常工作服务及所带班级学生成绩管理等
模块。学生系统应包含个人成绩查询、选课、评教、意见
等模块，这些信息应根据实际教学活动的时间实时更新和
管理。 

2.2  其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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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海量、类型复杂的教务信息对数据存储提出了
要求。根据教务系统操作和使用需求，其需要存储教师、
学生等主题的基本信息及各主体视角下的课程信息、排课
信息、成绩信息、教学资源及其他服务信息，随着系统的
使用时间增长及系统服务模块的更新，其所存储的信息将
越来越庞杂。这一现实环境要求在设计系统时，考虑当下
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实际存储情况，选择数据处理速度较
快且安全可靠的软硬件，如选择 SQL Server 数据库，从
而降低系统崩溃等风险。 

第二，基本 I／O 等实现要求，职业院校应在设计和
实现教务系统时，计算每个登录用户的 IOPS，从而衡量
随机访问系统的性能，分析读取和写入所耗费的资源，以
较为准确地算出 I／O 操作的负载，最终选择合适的服务
器软硬件，以保证学生选课等系统使用高峰情况下，系统
的安全稳定性。 

3  职业院校教务管理系统的设计研究 

3.1  系统总体设计 
（1）系统功能划分。职业院校教务管理系统主要可

划分为教师教学管理、产业服务管理、服务管理、教师个
人提升管理、排课与选课管理、班级及学生成绩管理、评
教管理等模块。 

(2)系统各功能处理流程。用户注册：首先登入相应
网站，学生或教师等不同用户进入相应注册页面，输入自
己的姓名、代码及其他身份信息，点击“注册”即可完成。
管理人员需要提前将新进师生及管理人员的信息录进数
据库，如学生入学报道后，由各学院统一整理并提交学生
的名单及相关基础信息，管理员录入姓名、学号等信息，
并设置相应权限；用户信息修改：用户可登入教务系统个
人信息页面，修改年龄、爱好、照片等个人基本信息，需
要用户于修改页面提交申请，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要求审
核；用户删除：管理人员将已毕业、辍学等情况的学生或
已调离的教职人员移除系统数据库，从而停止相应用户登
入教务系统。信息发布及相关操作：教师及管理人员根据
实际工作需求于系统中发布相应信息及文件，如选课期
间，发布选课相关的网站、学分制度等信息，选课时间截
止后，删除相关信息；班级管理：教师系统呈现相应的课
程及班级列表，可进行学生名单、成绩等信息的录入及修
改等操作；学生系统的成绩查询：点击“成绩查询”，即
可显示个人所有的科目及各科考试成绩，及“合格”“不
合格”“补考”“缺考”、“缓考”等信息。 

3.2  模块设计 
（1）注册界面。若结合校园网搭建教务系统，登入

院校网站，显示教工、学生信息门户，设置内网或外网进
入接口，教工或学生选择相应身份进入队以哦那个注册界
面，输入信息后即可凭借工号/学号或其他形式的账号和
初始密码登入系统，系统会弹出检查信息、修改密码等提
示框。 

（2）系统主界面。用来显示系统所有模块及相应功
能及子模块，用户通过点击主界面各功能进入相应模块，
可采用 Easy UI 进行页面布局设计。系统首页应包含学院
Logo、用户名、功能导航及对应业务处理页面等信息结
构，页面跳转可采用异步加载的方式，以提高教务系统运
行效率。 

（3）基本信息页面。包括用户姓名、性别等基础信
息，教师系统包含职称等基本信息，学生系统包括专业、
年级等基本信息。 

（4）教师系统功能。基于教师参与教务管理的视角，
其系统应包含教学业绩、产业服务、辅导与服务、日常工
作服务、个人能力提升及学生成绩管理等子功能模块，教
师可进行相应权限的操作，如根据学生学号录入成绩。 

（5）学生系统功能。包括成绩查询、选课、排课等
重要模块，学生登入系统后，在查询页面输入课程名称或
选择“大一”“大二”等筛选条件来获取相应的成绩信息；
学生在选课模块选择选修课程，在排课模块查看各学期必
修课及所选选修课的课时、上课时间等信息。 

3.3  数据库设计 
教务管理系统主要使用主体有学生、教师、管理员，

数据库设计应构建相应模块，并满足各主体相关操作信息
的导入、导出要求，数据库的结构设计可使用实体—联系
的方法，基于相关属性关系便可设计出结构清晰的数据
库。部分属性关系及数据项如下： 

（1）用户信息：用户号、用户类型、用户密码、姓
名、年龄、性别、注册时间、密保问题及答案。 

（2）班级信息：专业名称、班级号、注解。 
（3）课程信息：课程号、课程类型、课程教师号、

注解。 
（4）教学计划信息：课程号、教师号、教学计划序

号、学年、学期、 专业及班级号、注解。 
（5）学生所课信息：专业名称、班级号、学生号、

课程号、学年、 学期。 
（6）学生成绩信息：学生名、学生号、课程号、成

绩、学年、学期、注解。 

4  结语 

综上，教务管理不再只为学校和教师服务，还应满足
学生个性、多元的需求，管理内容也应在成绩、档案等信
息管理的基础上，增加学生选课等信息管理及服务功能。
本文基于对相关技术及职业院校教务管理系统建设的需
求，研究了如何设计一个在线的、结构清晰、功能完善的
职业院校 Web 教务管理系统，希望能为相关院校教务管
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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