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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实施高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是目前校园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对高校学生信息进行

详细的分析,对系统的体系结构、主要功能进行详细设计的基础上,设计了以校园网为基础,运用. N et技

术和 SQL数据库技术,采用 B /S的多层结构的基于W eb的高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具有界面友

好,操作简单,安全性和扩展性强的特点, 同时提供了与 EXCEL办公软件进行交互的接口, 极大地提高

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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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技术的应用,使得信息管理

系统成为一种提高工作效率和改变工作方式的重要工

具,但这种改变却并没有真正意文地实现信息化的管

理。当网络技术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时,出现

了以双层 ( C /S )架构和多层 ( B / S)架构的信息管理系

统,才使得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

革。与此同时,随着校园局域网和数字化校园建设进程

的加快,以校园网为基础的基于 B /S结构的信息管理系

统广泛地应用于高校各项工作领域。这类系统能较好

地实现系统内的开放、多用户管理、与互联网连接、与 of�

fice无缝连接的操作和维护,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

作质量。因此,立足技术现代化和校园网建设的实际,

设计一种以 B /S结构架构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是实现

当前学生数据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1 系统分析

学生信息的产生,是见证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重要档

案信息,对学生信息的利用和管理显得非常重要。本系

统以四川理工学院学生信息管理为例进行研究的,针对

学生信息管理工作的现状和日常管理涉及的问题,将学

生信息管理分为静态信息管理和动态信息管理。静态

信息管理主要是指对学生的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

民族、专业、班级、家庭成员信息等基本信息的管理;动

态信息管理主要是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形成的个人信

息,如:奖学金信息、学生资助信息、学生贷款信息、学生

第二课堂活动、学生宿舍管理等信息的管理。而与学生

信息管理相关联的角色主要是:学生本人、辅导员、各级

学生管理员和职能部分管理员, 而学生信息的形成也就

是这些角色相关联和作用的结果。学生信息管理角色

关联如图 1所示。

图 1 学生信息管理角色关联图

2 系统功能设计

根据学生信息管理角色关联图我们可以看出,系统

功能需求是各种管理角色对学生信息的管理和系统自

身的管理。前者是学生、辅导员、院系管理员、职能部门



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因事件触发学生信息的相互作用,

后者是系统因学生信息管理需求而进行了设置和数据

维护。因此,系统需要具备如下功能:

( 1 )信息提取和绝对增加功能。即学生基本信息和

动态信息的浏览和产生,主要功能为 �浏览 �、�新增 �和

�导入 �。

( 2 )信息的逐级审核功能。在管理的过程中, 需要

对信息的有效性进行逻辑判断,以便在产生信息以后,

把有效信息提供给相关部门。因此, 不同的角色, 具有

不同的权限,各种用户根据自己的权限进行数据审查,

以形成最终的学生信息。

( 3 )信息的编辑维护功能。系统在交换信息的过程

中,会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数据误差,因此,必须允许系统

具备角色在授权范围内的数据误差修正,即 �编辑 �功

能。

( 4 )信息的检索、导出和报表输出功能。信息在管

理的过程中,需要对海量信息进行条件收集或输出, 而

根据信息类型具备精确或模糊检索, 并 M icrosoft office

办公软件的连接,以满足各种需要的数据要求。

( 5 )信息的统计分析功能。任何决策都是依据一定

的信息基础作出的,学生信息一旦形成, 便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因此,在进行某些决策些,需要以学生信息为基

础,这就要求系统具有统计分析的功能, 从而实现对决

策有用信息的提取。

( 6 )系统维护功能。是指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 需

要具备对系统的基本设置、管理员维护、数据备份、数据

恢复、数据初始化这些功能,以提高系统的适用性。

3 系统技术路线和相关技术

3�1 系统技术路线

高校学生管理具有涉及流程范围广、基本数据信息

多样、管理人员角色多且权限复杂等特点,因此,本系统

必须实现系统内部开放、多平台兼容和与互联网对接的

功能。本系统决定采用以用户界面层、应用逻辑层、数

据访问层和数据层的多层 B /S服务体系架构。系统部

署在学校服务器上,用户通过校园网、互联网以W eb浏

览器方式管理和访问部署在学校网管中心的W eb服务

器和数据库服务器。W eb服务器采用 W indows 2000和

IIS5�0,数据库服务器采用 W indows 2000和 SQL 2005,

W eb服务器与数据库连接的应用逻辑层和数据库访问

组件共同布置于 W eb服务器形成的中间层服务器
[ 1]
。

如图 2所示。

如图 2所示,用户界面层即为客房端; 应用逻辑层

部署在具有应用程序功能的W eb服务器上,对业务实体

和逻辑进行封装,接受用户请求,通过业务实体内部逻

图 2 系统总体架构图

辑向数据库数据提出访问请求, 并将获得的数据实体按

业务逻辑进行处理,然后把结果返回给用户界面;数据

访问层通过 ADO. NET实现数据库访问,与应用逻辑层

一起部署在Web服务器上, 实现统一的数据访问接口,

为事务逻辑提供数据服务, 封装访问数据库的行为;数

据层通过 SQL接收数据访问层请求,实现对数据的增

加、查询、修改和更新等操作,返回处理结果
[ 2]
。

3�2 系统设计相关技术

在局域网上使用 ASP. NET+ SQL Server的结合开

发W eb应用程序十分经典。

( 1) ASP. NET与 C语言

ASP. NET是基于. NET Fram ew ork技术的新一代

WEB应用程序开发系统, 是一种建立动态 Web应用程

序的新技术。可以使用任何. NET兼容的语言编写

ASP. NET应用程序
[ 3]
。本系统使用 C 语言作为应用程

序编写工具。 C是一种专门为. NET的应用而开发的简

单、安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它吸收了 C+ +、

V isualBas ic、Delph i、Java等语言的优点,体现了当今最

新的程序设计技术的功能和精华。 C的对象模型已经

面向 In ternet进行了重新设计,使用的是. NET框架的类

库
[ 4]
;而. NET框架为 C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易用的、逻

辑结构一致的程序设计环境。

( 2) ADO. NET的数据库访问技术

ADO. NET是对 ADO一个跨时代的改进,它提供了

平台互用性和可伸缩的数据访问。在. NET框架的 Sys�

tem. Data命名空间及其子空间中有一些类,这些类被统

称为 ADO. NET。使用 ADO. NET可以方便地从 M i�

crosoftA ccess、M icrosoft SQL Server或其他数据库中检

索、处理数据,并能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表
[ 5]
。

( 3) SQL Server 2005数据库技术

绝大多数 W eb应用程序都需要后台数据库支持。

在后台数据库中,以 Acess和 SQL Server是运用最多的

数据库。实现较大的应用系统一般选用 SQL Server数

据库。特别是 SQL Server 2005, 它能提供集成化信息管

理解决方案,可帮助任何规模的组织机构创建并部署更

具伸缩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的企业级应用, 降低数据库

应用创建、部署与管理的复杂程度, 进而实现 IT效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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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另外,它还可以跨越多种平台、应用和设备实现

数据共享,进而简化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连接,实现功

能强劲的集成化商务智能解决方案
[ 6]
。因此,选用 SQL

Server 2005作为系统的数据库,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4 系统实现

4�1 数据库实现

( 1 )创建数据库

首先创建数据库 stu_ in fo,用来保存本系统的所有

数据。创建数据库的脚本如下为:

create database stu_ in fo

go

( 2 )建立 E- R图导出并设计相应数据表

根据系统功能,本系统数据库包括学生基本信息数

据、学生动态信息数据和系统信息数据等三类数据信

息。学生基本信息数据包含两张表:即学生基本信息表

和学生家庭信息表; 学生动态信息数据包括 13张信息

数据表,即:贫困生信息表、奖学金信息表、勤工助学信

息表、助学贷款信息表、助学金管理信息表、社会工作信

息表、业余党校信息表、党员信息表、第二课堂信息表、

公寓管理信息表、违纪学生信息表、评优信息表、就业工

作信息表
[ 7]
;系统信息数据包括四张信息数据表,即:管

理员信息表、学院信息表、专业信息表、班级信息表。学

生信息 E- R图如图 3所示。

图 3 学生信息 E- R图

根据学生信息建立学生基本信息表: stu_base,用来

存储学生的基本信息。

( 3 )学生信息管理设计示例

学生动态信息表用来记录学生在校期间形成的学

生行为信息,如奖学金等,是本系统的主要业务。下面

就以奖学金信息为例进行说明。

� 奖学金信息是反映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奖学金

情况,其内容主要包括: 名称、颁发机构、等级、金额、评

定理由等组织,其 E- R图如图 4所示。

图 4 学生奖学金 E- R图

� 建立奖学金信息表 Scholarsh ip

根据奖学金信息的 E - R图, 创建奖学金信息表

Scholarsh ip,如表 1所示:

表 1 奖学金信息表

编号 字段名称 � 数据结构 � 说明

1 ID Int 学号

2 Nam e V archar( 10 ) 姓名

3 User V archar( 20 ) 奖学金名称

4 B racket V archar( 10 ) 奖学金等级

5 M otTel V archar( 10 ) 奖金金额

6 StuS ex V archar( 10 ) 评定机构

7 StuDate Datet im e 评定日期

8 C ause V archar( 200) 评定理由

� � � 奖学金信息管理业务流程

奖学金信息是指学生本人在学习过程中表现突出

而获得奖励的信息,其产生流程为:学生本人根据自身

条件向学校提出申请,经辅导员、院系管理员审核通过

后,上报学校职能部门审批,通过审批后, 学生奖学金评

定成功,形成学生奖学金信息档案,奖学金信息管理流

程如图 5所示。

图 5 学生奖学金信息管理流程

4�2 系统功能实现

M icrosof.t NET技术基本设计思想是将连接到互联

网连接至单一网站转移到计算机、设备和服务群组上

来,把互联网当作新一代的操作系统,从而实现了从时

间、空间上获得信息的自由
[ 8]
。这也是这个系统的设计

目标和要求, 系统所面对的用户群非常复杂, 接入的终

端各不相同,系统总体功能结构如图 6所示。

下面就是各种不同用户须要具备的功能:

普通用户:即学生, 数据操作范围为本人信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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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系统总体功能结构

要功能是学生动态信息的申请、个人基本信息修改申

请、基本信息的报表输出和信息检索等功能。

一级管理员: 即辅导员,数据操作范围为所辅导的

学生信息。其主要功能是浏览学生信息、对学生提交的

动态信息进行审核提交、提出新增动态信息的申请、编

辑学生基本信息、检索学生信息、导出学生信息、各类信

息的报表输出等功能。

二级管理员: 即院系管理员, 数据操作范围为所属

院系学生信息。主要功能是浏览、编辑、检索、新增学生

信息,并对经辅导员审核和提请的动态信息进行审核批

准或上报 (如:学生违纪处分建议 ) ,所属范围内学生的

信息导出和报表输出等功能。

三级管理员: 即学生处管理员, 数据范围是数据库

所有学生信息。其主要功能是对学生信息学生用户的新

增、浏览、删除、编辑、审核批准、检索、导入、导出、报表

输出等。

四级管理员:即系统管理员, 系统管理员全权限,但

一般情况下不进行学生信息的管理。其主要功能是系

统数据管理和系统管理,如:学院、专业、班级设置,各级

管理员的增加、编辑、删除等功能, 数据的备份、恢复和

初始化等功能。

4�3 系统模块实现

根据功能分析,系统应具备 6个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7所示:

( 1)系统登录模块。用户身份验证功能,通过用户

名和密码验证, 拒绝非授权用户登录系统, 并根据用户

类别授予不同的管理权限。

( 2)信息管理模块。学生动态信息的申请、逐级审

查、批准、导出和备份;信息查询功能: 提供学生基本信

息、学生成绩信息、日常考勤信息、班级活动信息、师生

交流信息、贫困生信息、学生干部信息和学生奖惩信息

等相关信息的查询;信息维护功能:根据查询结果,对指

定信息完成数据更新操作; 完成对无效信息的删除操

作。

( 3)信息统计分析模块。学生信息的统计、分析和

报表输出;信息输出功能,对指定的信息, 按预定或自定

义格式完成打印输出。

( 4)用户管理模块。用户管理功能,包括添加用户、

删除用户、用户名及密码修改等。

( 5)系统设置模块。实现对系统基本设置,如学院、

专业、班级等。

( 6)数据维护模块。对系统数据实现初始化、恢复

和备份。

图 7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模块结构图

4�4 与 EXCEL的连接

微软的 O ffice系列产品是目前最常用的办公软件,

系统实现与 O ffice办公软件的连接,是系统设计的基本

要求。采用 ASP. NET技术和 SQL后台数据库信息管理

系统,需要使用到报表处理的系统模块,实现报表生成。

其过程为: Web服务端通过 ADO. NET与 SQL数据库连

接,读取数据,然后调用服务端 Excel的 Application对

象,打开已有的 Excel模板,将数据循环写入指定的 Ex�

702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 � � � � � � � � � � 2010年 12月



cel工作区, 最后在服务端生成临时的 Excel报表文件,

实现报表输出。同时, SQL数据库表中的 Image数据类

型可以存储数据流类型的数据,利用 ASP. NET把 O ffice

文件转换成数据流存储到数据库中, 在数据使用的时

候,再把数据从数据流转换成 O ffice文件显示给用户,从

而实现了在W eb模式下的 Excel报表功能。

4�5 系统数据恢复与备份

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考虑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出现

的数据意外,因此,系统在设计时,设计了数据备份与数

据恢复功能,系统管理员可以在W eb端进行数据备份和

恢复。同时,利用 SQL的数据备份功能可以在服务器端

进行系统数据库备份与恢复,从而保证的系统数据的稳

定运行。

4�6 系统安全性考虑

本系统以校园网为依托,采用 B /S多层结构架构和

分层设计的用户类型,使得系统运行安全、可靠。

首先, 数据库安全。基于 B /S的体系结构, 其结构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安全性设计,系统代码全部放在服务

器上,客户端的代码是动态地下载到客户端的,只有运

行服务器上的代码才能访问数据库,客户端不能直接访

问,这样可以保障数据库服务器的安全
[ 9]
。

其次,将系统部署在校园网上, 依靠校园网强大的

防火墙功能, 为系统运行和数据库提供强大的安全保

障。

再次,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
[ 10]
。以学生、

辅导员、院系管理员、职能部门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的

分层次设计,严格定义了各类用户的管理权限和功能,

使数据安全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5 结束语

本系统人机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具有良好的稳定

性、安全性和扩展性。使得高校学生信息管理工作更加

规范,职能管理人员、辅导员、学生等不同角色信息交互

能力增强,而且,在全校范围内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

实现了各种学生信息数据的统一, 使得高校学生管理工

作更加高效、合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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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College Student In formation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Web

LIANG X iao�x iao1, WE I Chong�gang2

( 1. School ofComputer Science, S 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Eng ineering, Z igong 643000, Ch ina;

2. School ofAu tomation and E lectron ic Inform ation, S 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Eng ineering, Z igong 643000, Ch ina)

Abstrac :t Curren tly, mi p lem en tation of the student in form ationm anagement system is the focus of in formation technolo�
gy on cam pus. The paper analyzes student in formation on campus and funct ions of system arch itecture. It designs a stud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W eb w ith .N et technology and SQL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B /S multi�layer struc�

ture. T he system has characteristics of friend ly in terface, easy operat ion, safety and expans ion. Meanwhile, it p rovides office

softw are interacts and greatly mi 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studen tm anagemen .t

Key words: W eb; m anagement of studen t in formation; m anagem ent system; NET; multi�layer 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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