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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校务系统建设研究 

赵 骅 陈晓慧。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400044) (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重庆400044) 

摘 要 电子校务系统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阐述了电子校务的作用、发展历程以及建设电子校务的 

基本原则和 目标 ；结合电子校 务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详细分析 了电子校务的 系统结构、逻辑结构和整体结构；最 

后 ，从实用、高效的角度探讨 了电子校务建设 中应选择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 电子校务，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A Research 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lectronic School Affairs 

ZHAO Hua CHEN Xiao—Hui。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lng University，Chonqing 400044)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Electronic school affairs system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informational education．In this Paper，the author 

has introduced the role of Electronic School Affairs，the principles and goals of Electronic School Affairs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ssential functions of it，the architecture structure including system structure and logic model 

of Electronic School Affairs is presented in details．At last the key technique of Electronic School Affairs i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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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校务系统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 

过对校园信息资源管理统一平台的构建和整合、应用与服务 

功能的拓展与深化、个性化的设计与服务等实现学校对内、对 

外的信息快速传递和交流，促进无纸化办公和各业务管理系 

统信息资源的共享、开发和利用；改善学校办公和 日常管理工 

作的环境、手段、方式和流程，减轻各级管理系统和教学科研 

人员的工作负担；延伸与增强学校各级管理系统的智能，增强 

管理沟通能力，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全校范围的 

协同办公和数据共享，同时为全校师生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和 

数据统计分析及应用，并强化管理实施的监督与反馈，降低管 

理实施发生的变形率[6]。电子校务系统包括共享数据中心，统 
一

数据标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门户和信息服务平台，协同 

办公环境以及各类信息服务系统等。 

2 电子校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回顾历史，电子校务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目前进入 

第三个大力发展时期。第一个阶段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在各行业应用的兴起 ，电子校务的概念有 

了雏形。学校内一些部门开始将单机版的数据库技术简单应 

用于部门内，形成管理信息系统，用来解决工作中业务数据的 

存储与查询。但是，由于各系统的系统环境不一样，各系统的 

信息规范也不统一，信息共享比较困难，数据的不一致性比较 

严重。受技术条件和思想认识的限制，这些系统在设计时往往 

各自为政，且应用范围狭窄，不能发挥出更深层的作用，还没 

有能力对领导层的决策提供足够的支持，只能作一些简单的 

报表、报盘处理。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发展网 

络环境下的管理信息系统为主要标志。在网络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的基础之上，以c／s技术为主的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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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各部门工作效率方面，而且在数据交换、信息共享方面也取 

得了一定成效 在这期间，大部分学校开发建成了包括教学、 

科研、人事、财务等在内的，覆盖校内各个管理部门的多个管 

理信息系统，从整体上提升了学校的办公水平和管理水平，也 

为电子校务向新阶段的迈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 

进入21世纪，技术的进步与应用需求的加强，电子校务继 

承发展了管理信息系统的成果，步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并在整 

个社会信息化工作的推动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现阶段的电 

子校务包括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信息管理方式的数字化和沟 

通传播方式的数字化等方面，渗透于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公 

共服务以及学校社区服务等各个领域中，整个工作围绕着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环境的探索而展开，着力于构建适应 

信息社会要求的新的高等教育教学模式。 

5 电子校务建设的原则和目标 

从整体上看，虽然电子校务发展迅猛，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服务体系不完备，信息标准不统一，互联互通不畅，信息资 

源分散，共享程度低，应用水平不高，低水平开发和重复建设 

现象严重，信息安全体系缺乏，信息安全保密待完善，投入不 

足，发展不平衡等等[1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了节约 

资源投入，同时又可形成安全、畅通、高共享、标准化的电子校 

务系统，则其建设和发展应遵循以下原则和目标 

5．1 电子校务建设的原则 

① 坚持统一规划，协调发展的原则 ]。电子校务在教育 

部的统一协调下，总体规划，分层推进，分步实施 

② 坚持规范标准，资源共享的原则。加强标准规范的制 

定推广，优先采用国家标准。在教育信息化的框架下，制定教 

育行业规范，统一的技术规范，统一的系统设计，重视电子校 

务安全，建立统一的身份认证体系，建立开放的系统结构、网 

络结构和信息平台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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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坚持需求主导，应用为主的原则。在电子校务建设中， 

信息网络是基础，信息资源是核心，信息技术应用是手段，转 

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是目的，人才、技术、政策法规和标 

准是保障。建设中应重点推进办公应用系统和校务信息资源 

库、与校务管理相关的其它信息资源库和各类专门基础数据 

库的建设，尽快发挥效益。 

④ 提高可兼容性。提高硬件系统、网络拓扑、开发平台、 

开发工具和数据信息等方面的兼容性，以加快开发进度，降低 

成本，提高软件的质量，同时也有利于系统开发风格的统一。 

5．2 电子校务建设的目标 

实施电子校务工程的核心目标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 

立多层次、创新型、开放式的学校，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要 

以新的人才观、教学观和管理理论为指导，超越传统的高等教 

育模式，培养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具体来说： 

在教学方面，要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实现高质量教学资 

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共享与传播，并同时促进高水平的 

师生互动，促进主动式、协作式、研究型的学习，从而形成开 

放、高效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以及问题解 

决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科研方面，要利用互联网促进科研资源和设备的共享， 

加快科研信息传播，促进国际性学术交流，开展网上合作研 

究，并且利用网络促进最新科研成果向应用领域的转化，使科 

研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从而大大提高科研的创新水平和辐 

射能力。 

在管理方面，要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职能信息管理的自动 

化，实现上下级部门之间更迅速便捷的沟通，实现不同职能部 

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协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减员 

增效，形成充满活力的新型管理机制。 

在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要建立覆盖学校教学、科研、管理、 

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宽带高速网络环境，提供面向全体师生的 

基本网络服务和正版软件服务；要建设高质量的数字化图书 

馆、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等设施；要在校园内建立电子身份 

及其认证系统，从而为学校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在学校社区服务方面，要适应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需要开 

展各种网络化服务项目，包括电子商务、电子医疗等，为师生 

员工提供便捷、高效、集成、健康的生活和休闲娱乐服务，形成 

智能型的社区服务体系。 

4 电子校务的体系结构 

4．1 电子校务的系统结构 

如图1所示电子校务的系统结构由下至上分为数据资源 

层、数据访同层、业务服务层和应用层。 

单点登录、统一身份管理 I公共信息访问 门户层 

决策支持系统 应用层 

管理信息系统I教学资源 一卡通 l公共服务 

工作界面定制 I安全，授权 工作流引擎l信息发布 
统计，报表机制1 日志 代码管理 I 业务服务层 

应用系统平台 

应用数据访问接口I信息交换机制a 亿，数据适配) 数据访问层 

文件服务 I 目录r检索服务 i数据仓库 数据资源层 

图1 电子校务的系统结构 

数据资源层：是电子校务的数据基础，各种数据如业务数 

据、用户信息、文档数据等存放在数据资源层中。 

数据访问层：是应用和数据之间的接口，该层屏蔽不同数 

据源(关系数据库、LDAP、纯文件和遗留系统等)和不同数据 

库供应商之间的差异，以达到应用对数据源的透明访问，保证 

系统的兼容性和可移植性。 

业务服务层：是整个系统公共应用平台，包括统一身份认 

证、授权管理、加密安全传输、工作流引擎、标准代码管理、通 

用的报表／统计引擎、日志功能构件、信息发布功能模块和系 

统界面定制模块。各业务系统统一地运行于该支撑平台之上， 

自由使用该平台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应用层：是数字化校园各种业务功能的具体实现。用户可 

通过统～的门户，经身份认证后单点登录到数字化校园，在对 

应于自己权限的个性化页面上浏览信息、办理业务。 

4．2 电子校务逻辑结构 

图2为电子校务的逻辑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电子校务一 

般包括信息系统平台(包含统一身份认证及授权体系)、注册 

中心系统、教务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科研管理系统、学生 

工作管理系统、后勤管理系统以及办公行政系统。由此，我们 

提出了～个比较完整的基本信息框架。 

图2 电子校务逻辑结构图 

(1)教务管理，主要包括班级管理：班级基本信息管理；科 

目设置：设置学校开设科目；教师授课设置：设置教师的任课 

课程；年级／班级课程安排：安排每个年级和每个班级每学期 

和每周的课程、课时；课程表编排：编排每个班级的课程表。课 

程查询：按照年级、班级、任课教师查询课程；教师评价：对教 

师进行综合评测。 

(2)学生学籍管理，主要包括新生入学：新生入学信息管 

理；学生基本信息：学生的概况、家庭情况、操行、评语、奖惩、 

个人简历、入学成绩、考勤、特殊情况等信息管理，以及学生上 

述信息的查询、统计；学生班级调整：调整学生所在班级，完成 

调班、跳级、降级等功能；毕业生信息：提供毕业生基本信息以 

及在校情况查询。 

(3)成绩管理，主要包括成绩录入：当前学期、历史学期的 

成绩录入；班级成绩管理：对当前学期全校所有班级的每次考 

试的各科考试成绩进行统计，标准分统计和优秀率、及格率、 

平均分、标准差和分数段统计等分析统计数据；任课教师单科 

成绩管理：任课教师对所教班级的当前学期各次考试成绩进 

行统计和管理，即由平时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通过给定 

的比例计算出学期总评成绩，并获得学生的成绩曲线；任课教 

师试卷分析(该项功能只适用于任课教师)：任课教师录入该 

班学生此次考试的卷面各题目的得分，可以计算出本次考试 

的考试得分，同时可以得到每题得分率、每题全对人数和全错 

人数等试卷分析的结果；成绩统计：以年级或班级为单位，对 

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进行统计；成绩分析：对年级历次考试 

的分数段情况、考试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成绩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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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选课情况、满分值、分数段、筛选学生纪录，校正成绩错 

误 。 

(4)教工管理，主要包括教工基本信息管理 ：教工的基本 

信息、个人简历、家庭情况、奖惩纪录、任职情况、业务活动、文 

章发表情况、业务进修情况、先进事迹以及工资信息管理；教 

工基本信息查询、统计：按姓名、性别、工作部门、民族、职务、 

婚姻状况等信息对教工信息进行查询，按部门、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学历、政治面貌等不同标准对全校的教职员工进行统 

计 。 

(5)校园资产管理，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管理：校园固定资 

产的登记、折旧、报废、遗失等，以及标准固定资产报表管理； 

实验设备管理：按照部门、年级组、科目等信息对实验设备进 

行登记、折旧、报废、遗失等管理。 

(6)校长办公，主要包括教工信息查询：对教工的基本信 

息、综合测评等信息进行查询；学生学籍信息查询：对学生的 

基本信息、成绩、奖惩等情况进行综合统计查询；校产信息查 

询：对学校固定资产、实验设备等校产进行综合统计查询。 

(7)系统维护，主要包括系统用户权限管理：管理系统用 

户对系统的使用权限，用户的信息管理；代码表管理：对系统 

各个模块的代码进行维护；学期管理：设置当前学期，维护学 

期信息。 

(8)校园信息发布(校园网站)，主要包括多种形式的信息 

发布系统；聊天室提供用户 IP监控功能；方便学校迅速建立 

自己的门户网站；可将一部分管理工作交给指定的学生，锻炼 

学生的操作能力。 

(9)论坛，主要包括教学研究论坛、学生学习论坛和课外 

知识论坛等。 

(1O)远程教学，主要包括课程管理、智能答疑、远程讨论、 

课程学习和远程教学资源管理等。 

(II)图书馆管理[3]，主要包括图书入出库、借阅管理、图 

书查询、编目管理和读者管理等功能。 

(12)电子备课系统，主要包括提供“剪刀+胶水”的便捷 

课件制作方式；可实现课件的点播、发布、评比、维护等功能； 

兼容各种文件格式且内容丰富的素材库，及其完善的管理功 

能；可以上传多种格式的已有课件，如：PowerPoint、Flash等。 

(13)在线考试系统，主要包括智能化网络在线考试功能； 

强大成绩统计、分析系统；周密的防作弊功能；并可作为独立 

模块单独使用。 

4．5 电子校务整体结构 

电子校务的建设应该包括两个层次：基础设施建设和数 

字化信息系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电子校务的基础，它包括 

单独校园网络的建设(局域网)和地区、国家网络(广域网)的 

建设。前者主要指各学校网络的基础建设，后者则主要指各学 

校之间和学校与社会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交流的建设，图 

3是电子校务的整体结构 ]。 

电子校务的数字化信息系统建设则有四个基本组成部 

分：管理信息化、教学信息化、科研信息化和图书资源信息化。 

其中，教学信息化是中心，它将为师生之间的教学信息交流提 

供更加多样化和快捷的组织方式；图书资源信息化是关键，它 

将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信息和资源的支持；管理信 

息化则是基础，它将为其它三个方面的信息化提供组织、管理 

上的支持和服务。 

以上两个层次、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学校信息化建设和 

发展的基本框架，使得能够在传统校园的基础之上，在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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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维度上实现教学资源、科研数据和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的 

跨时空交流和共享，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校运行的效率。 

图3 电子校务整体结构图 

5 电子校务的关键技术 

电子校务系统是一个具有异步性、实时性、交互性、集成 

性、大容量等特点的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技术选择要遵循实 

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先进性、可扩充性、维护性和开放性要 

求，以业务需求为主导，提高电子校务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效 

果。 

(1)基于 J2EE的标准开发架构。目前，Java／J2ee技术已 

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Java／J2ee技术具有与平台的无关 

性 ，其强大的组件技术，提高了可重用性，便于系统的移植。高 

效的中间件技术，使得业务逻辑与数据层、界面层相互隔离， 

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且具有结构清晰、开放性好、 

性能及安全性好的特点，因而得到各厂商的广泛支持。技术在 

系统中的具体运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标准 J2ee规范 

开发，基于 MVC框架设计模式，采用 Java Bean／EJB的业务 

逻辑封装[5]，采用JSP／Servlet的表现逻辑设计。 

(2)基于 XML的数据标准。XML是可扩展置标语言，于 

1998年成为 W3C正式推荐标准，同时，XML与国家交换标准 

的规范化格式相适应。目前，国家已经在建立一套基于 XML 

的并与国际标准兼容的电子政务标准。在电子校务中，XML 

技术的具体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基于 XML格式 

数据的导入／导出，基于 XML格式的系统配置，基于 XML格 

式的数据交换 ，基于 XML格式的数据呈现。 

(3)基于 CA／PKI的信息安全技术。PKI(Public Key In— 

frastructure公钥基础设施)是一种加密技术，它是利用公开 

密钥理论的技术建立起来的提供在线身份认证的安全体系， 

CA(Certification Authority)认证中心则向用户提供完整的 

基于 PKI技术的数字认证服务，在应用中可提供以下功能： 

通过基于数字证书的认证方法来确认用户身份，通过授权控 

制来实现对信息资源和应用的访问控制，采用加密技术来保 

护信息的机密性，通过对消息摘要和数字签名的验证来提供 

数据的完整性保护，采用数字签名来提供数据的不可否认 

性 。 

(4)工作流技术。电子校务系统作为学校业务的电子化 

实现，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业务流程，工作流技术是一种理解、 

定义、自动化以及改善业务过程的技术[8]，它在以下几方面支 

持业务的实现：基于浏览器的图形化的工作流定义，运行时的 

工作流监督和管理，工作流设计和模拟，支持任务指派的负载 

均衡算法，支持多个工作流实例的协同作业。 

(5)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实际上包含了多方面的 

技术要点，它需要有广泛的模型和算法支持，还要具备海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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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举例复合连接件的语法树 

Watchmovie具有角色 Viewer和 Cinema，代表电影点播 

的客户端构件和服务端构件。根据前述，Viewer由Pmovie的 

角色 Caller，Paccount的角色 Definer，amovie的角色 Sink， 

aEvent的 角色 Responder合 成，即 SubRole(Viewer)一 

{(Pmovie，Caller>，(Paccount，Definer>，(aMovie，Sink>， 

(aEvent，Announcer) 

能够推导得出Watchmovie的角色 Viewer的行为规约， 

即 ： 

Viewer 一 ((Pmovie． Caller； Paccount． Definer； 

aMovie．Sink)ll@ aEvent．Responder1 

其直观语义是：角色Viewer先按照Pmovie的角色Caller规 

定的方式进行行为，再按照 Paccount的角色 Definer规定的 

方式进行行为，然后按照 aMovie的角色Sink规定的方式进 

行行为，与此同时，其按照aEvent的角色Reponderl进行若干 

次行为。 

推导得出复合连接件 Watchmovie的粘接规约如下： 

Watchmovie．GIue一 (Pmovie．glue；Paccount．glue； 

aMovie．glue)ll@ aEvent．glue 

结论 连接件是软件系统设计的一阶实体，如同构件合 

成，连接件合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一种连接件 

合成的形式化方法。该方法的特点在于分析和得出连接件合 

成的基本方式，即连接件运算符，组合运用连接件运算符和连 

接件实例，构造复杂的连接件。并基于 Wright的连接件形式 

规约方法，给出了复合连接件形式化规约的推导算法和合成 

约 束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将致力运用该合成方法对实 

际系统的连接件进行建模，加深对连接件合成的理解。同时， 

遵循本文提出的复合连接件和其形式规约生成方法，探索可 

执行的、代码级别的连接件的合成和相关代码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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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的能力。另外，联机分析、数据挖掘技术以及信息可视 

化处理技术等也都是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的必备手段。 

构建电子校务应用体系需要很强的技术保证，除了上面 

提及的之外，还包括其它许多保障可靠性和高可用性的相关 

技术，如网络存储与容灾技术等。 

结束语 电子校务工作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过 

程，可以开拓出一系列全新的研究、发展与应用领域，它将实 

现学校资源数字化、通信网络化、教学现代化、学习个性化、办 

公自动化、管理科学化，由此带来教学管理、课堂教学组织、教 

育评价、德育工作等等从观念到实施的深刻转变。虽然本文给 

出了目前的电子校务建设框架，但随着人们对电子校务的认 

识不断深入，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在不 

久的将来，电子校务的建设还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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