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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物理实验教学和管理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进行了

设计与研究;主要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设计需求、总体结构设计、功能设计、页面设计等几个方面对系统

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目的是通过该系统平台的构建,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教学管理信息化、规范化、系统化,解决

实验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预习难、复习难、管理难的问题,从而改善实验教学效果和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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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教学是必须借助实验仪器才能完成

的教学活动.由于受到实验仪器、实验场地、教学资

源的限制,物理实验教学呈现预习难、复习难、管理

难的特点.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实验教学管理的

高度融合,构建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平台,可

以使学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学习,有效扩

大学生的受益面,实现教学内容、空间、时间、人员、

设备等的高效利用,推动课程管理、师生交流、教学

评价的信息化,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实

验室管理的需求.目前,许多高校对物理实验教学管

理系统进行了研究[1~4].本文讨论的大学物理实验

教学管理系统是将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物理实验

室作为主要目标用户,根据目标用户的实际教学和

管理需求进行设计和开发的,是一套完全适合目标

用户物理实验教学需求的、具有扩展性的教学管理

系统平台.通过该系统平台,可以高效管理教学资

源,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教学管理信息化、规范化、系

统化,改善实验教学效果和提高管理效率,更好满足

开放式实验教学的需求.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基于B/S概念和

MVC模式,数据库采用 Oracle9i,综合使用structs1.

x,spring2.5,hibernate3.x,jsp等Javaweb编程技术,

利用 MyEclipse技术进行开发.它集中了网络、管理

和软件的相关技术,是一套具有完整的实验教学辅

助和管理功能、符合目标用户教学管理实际需要的

管理软件,在实际应用中,实现了教学内容、空间、时

间、人员、设备等的高效利用,达到了教学资源共享,

教学管理信息化、规范化、系统化,提高实验教学效

果和管理效率的目的.
下面从系统的设计需求、总体结构设计、模块和

功能设计、网页设计等方面对系统的研究进行阐述.

1 系统的设计需求

本系统是一个为教学管理服务的信息系统,它

必须能够根据用户的需要,及时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并实时完成所需操作.该系统用户分为3类:教师、

学生、管理员,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需求.根据对国

内一些高校的研究[1~5],结合对目标用户需求的调

查研究,确定了目标用户的系统设计需求.
(1)系统功能需求

教师是本系统部分信息的维护人员,其主要功

能需求是:查看信息、发布信息、上传资料、编辑和修

改教学资源、管理学生成绩等.学生是本系统的主要

使用者,其主要功能需求是:查看所有课程的相关信

息,下载、打印所需信息资源,互动提问.管理员是本

系统的最终信息维护人员,其主要功能需求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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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审核、统计、添加、修改教师及学生的信息等.
(2)系统性能需求

用户对系统性能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应易于操作和维护:系统用户主要是

学生、教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所以系统的操作和维

护要尽量简单、方便,用户界面友好,能够易学易用,

适应不同人员的操作习惯.
第二,系统应具有较强的安全保密性:系统应提

供完善的授权机制,拒绝未被授权的人员访问、修改

数据信息,特定的人员只能对特定的信息进行特定

的操作.系统应提供数据的备份和恢复功能.
第三,系统应具有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系统中出

现的故障将直接影响实验室正常的工作和学生的实

验课程学习,所以系统必须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
第四,系统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随着信息化的

进一步推进,还有其他很多的系统会陆续实施,故系

统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应预留与其他系统交互

数据的接口.
第五,可扩展性:系统是针对目前实验教学的现

状和未来几年的一个大体规划设计的,随着学校和

实验室规模的进一步扩建,很有可能目前的功能难

以满足需求,所以应便于升级维护,便于增加功能和

模块.

2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基于B/S模式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采

用3层B/S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第1层是用户界面层,即用户浏览器,它是用户

与整个系统的接口,直接跟用户进行交互,用于数据

录入、数据显示等.客户的应用程序精简到一个通用

的浏览器软件,如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浏览器将

HTML代码转化成图文并茂的网页,网页还具备一

定的交互功能,允许用户输入信息提交后台,并提出

处理请求.
第2层是业务逻辑层,它处于数据访问层与表

现层中间,实现业务规则,调用 Web服务器.客户机

的后台即是 Web服务器,它将启动相应的进程来响

应客户机的请求,利用JSP动态生成一串HTML代

码,其中嵌入处理的结果,返回客户机的浏览器.业

务逻辑层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当用户请求操作的时

候,页面访问层通过调用业务逻辑层的响应方法,来

完成对数据的操作[6].
第3层为数据层,是整个系统的基础,用于专门

跟数据库进行交互.执行数据的添加、删除、修改和

显示等.所有的数据对象只在这一层被引用,除数据

层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出现数据对象的引用.

3 系统模块和功能设计

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管理系统共分为5个功能模块:普物实验教学系统、

演示实验教学系统、实验成绩管理系统、实验室开放

预约系统、实验论坛,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各模块功能设计如下:

(1)普物实验教学系统:教师可通过网络登录

的方式,在普物实验教学系统中上传、编辑、修改普

通物理实验教学相关资料;学生可通过实验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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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行预习和复习;相关资料的下载和打印.
(2)演示实验教学系统:教师可通过网络登录

的方式,在演示实验教学系统中上传、编辑、修改演

示实验教学相关资料;学生可通过实验教学系统进

行预习和复习;相关资料的下载和打印.
(3)实验成绩管理系统:教师可以记录、修改学

生的实验报告成绩、实验操作成绩、平时表现成绩和

考试成绩,并对学生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排名等;学

生可自助查询本人的各项成绩.
(4)实验室开放预约系统:学生可以通过该系

统进行网上预约实验,按照相同预约时间,系统自动

生成实验课班级和学生名单;教师可以发布实验内

容、实验时间、实验地点、实验教师等相关教学信息;

对预约信息进行浏览,并打印学生名单.

(5)实验论坛:可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

可以通过系统提问与教师进行交流;教师可以就学

生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和讨论.

4 系统网页设计

一个优秀的系统必然是一个构思巧妙的系统,

它应当能够在后台为用户处理大量的事务并提供简

单、明晰的操作界面.本系统的开发力求做到使用户

承担最少的工作量,对系统的操作成为一件轻松简

单的事情.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

系统登录主界面如图3所示.主界面上方为一级主

菜单项,主菜单下拉二级菜单;按照操作需要进入下

一级菜单进行操作,就可完成相应的操作和学习.

图3 系统主操作界面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主菜单及二级菜

单详情如表1所示.
表1 系统主菜单设计

主菜单 二级菜单

实验室概况 实验室简介、实验室分布、师资队伍

规章制度
实验室管理办法、实验室安全制度、学生守则、
教师岗位职责

普物实验 基础实验、设计实验、综合实验、创新实验

演示实验 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

仪器设备 实验仪器介绍、实验仪器图片

教学管理 教学大纲、学生课程表、教师课程表、实验成绩

物理世界 物理百科、物理学家、趣闻轶事

留言板 实验答疑、留言板

  教师和学生可依据自己的教学管理需求,在系

统平台上进行相应的操作.

例如:普物实验教学系统提供大学物理基础实

验、设计性实验、综合实验、创新实验等实验内容的

学习资料,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感兴趣的实验内容进

行学习.学生首先找到普物实验主菜单项,进入普物

实验教学系统主操作界面(如图4所示)后,选中所

要学习的实验内容,打开网页即可进行电子教案、

PPT课件、教学视频等资料的查看、下载、在线学习

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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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普物实验操作界面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开发实现为教

学资源共享提供了平台,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方便.
学生可以不受上课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系统平

台查看、下载电子教案、PPT课件、实验仪器的操作

说明和教学视频等相关教学资料进行课下的预习和

复习,学生的预习和复习更方便、更具有针对性.图

5所示是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物理实验室教师自

主开发的实验内容与仪器设备操作的多媒体课件示

例.

图5 多媒体教学课件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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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大学物理实

验教学管理系统的设计需求、总体结构设计、模块和

功能设计、网页设计等.该系统从2014年9月份开

始筹划,经过一年多的设计研究,现在已基本开发完

成,并进入了实际的测试运行阶段.系统共设有普物

实验教学系统、演示实验教学系统、实验成绩管理系

统、开放预约系统、实验论坛等5个主要的功能模

块,基本满足了学生进行预习、复习、预约实验、查询

信息、下载资料,教师进行成绩管理、答疑、发布信息

等各用户的需求.它具有网络化、智能化、高性能、低
维护、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管理方便、平
台优秀等一系列的优点,能够完全按照开发设计的

初衷,稳定、安全、快速地运行于校园局域网之上,实
现了校园网内的任意计算机都能进行物理实验信息

的查询、下载、打印,实验预约、成绩管理、师生互动

等操作,访问相关信息.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管理系统的设计开发实现了

以下功能:(1)通过系统平台,实现了教学资源共

享,有效缓解了仪器设备有限和学生学习需求之间

的矛盾;使更多的学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

学习,有效扩大学生的受益面,实现教学内容、空间、

时间、人员、设备等的高效利用.(2)解决了教学过

程中学生预习难、复习难、教师成绩管理难等问题.
(3)实现了教学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系统化,达
到了改善实验教学效果和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更
好地满足了开放式实验教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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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searchontheteaching managementsystemofcollegephysicsexperimentisbasedonthephysics

experimentteachingmanagementneedsofTianjincollege,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Thepurposeisthat

sharingteachingresourceandachievinginformation management.Withtheestablishmentofthesystemplatform,the

difficultproblem ofpreview,reviewand managementintheexperimentalteachingprocessareresolved.Consequently,

teachingeffectandmanagementefficiencyareimproved.Inthispaper,theauthorconcludetheresultsonsystemdesign

requirements,overallstructuredesign,functiondesignandweb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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