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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成绩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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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学年制下的成绩管理软件并不少见
,

目前全国许多高校完全或部分实施了学分

制
,

但学分制下的成绩管理软件却不多见
。

本文分析设计了同时适用于学分制和学年制的通用成

绩管理系统 G SM S ( G e n e r a l
一
p u r p o s e

cS o r e s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 )
,

并通过 A x s ( A d
v a n t a g e

x b
a s e

eS
r v e r )工具和 C A

一

C L IP P E R 语言建立了 C l ie n t /eS
r v e r

体系结构 G S M S 系统
。

关镇词 学年制
,

学分制
,

通用成绩

K E Y W O R D S a e a
d

e m i e y e a r s y s t e m
, c r e

d i t
s y s t e m

,
g e n e r a

l
一
P u r P o s e s e o r e s

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

全国许多高校逐步实施了学分制 ( c er id t s y s t e m )
。

原来的

学年制 ( ac ad
e m ic y e a r s ys et m ) 下的成绩管理方法已不能满足学分制的需要

。

在学分制下
,

以

学分来计量学生学习的量
,

以绩点来计量学生学习的质
。

学分制下的成绩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

①每个学生有与其他学生不同的课程及成绩
。

② 允许学生通过免修等方法直接获得相应学

分
。

③每个学生要获得成绩的课程由其选课产生
。

即学生没有选修的课程
,

就不可能有相应的

成绩
。

④学分
、

绩点是学生学习优劣的指标
。

可见
,

学分制下的成绩管理更具有复杂性
,

传统的手工方式已无法管理
,

采用计算机辅助

成绩管理成为必然
。

作者通过对学年制和学分制下成绩管理的深入研究
、

分析
,

开发出基于

N O V E L L 网的通用 成绩管 理 系统 ( G e n e r a l
一

p u r p o s e S e o r e s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
,

下简称

G S M )S 软件
,

能同时管理学年制和学分制下的学 生成绩
,

能同时处理数值和非数值的成绩数

据
,

并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

1 系统分析

在成绩管理过程中
,

涉及多个对象实体 ( 图 1 )
。

由图 1可知
:

在成绩管理过程中
,

主要涉及学生
、

教师
、

教务处
、

各院系办公室等实体
。

学生

根据教务处分发的课程表上课
,

并参加考试获得成绩
;
各任课教师根据教务处提供的学生名

册
、

课程表等信息进行上课
,

并向教务处报送学生考试成绩 ;教务处根据学生选课信息
,

自动转

1 9 9 5一 9一2 8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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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初始学生成绩信息
,

然后根据任课教师报送的实际成绩进行数据维护
,

建立学生成绩信息

库
。

对学生成绩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

打印所需的各种报表
,

及时反馈给学生
、

教师以及学校其它

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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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设计

2
.

1 系统结构图

G SM S 的系统结构如图 2所示
:

.2 2 系统功能

G SM S具有五大功能
,

分别简述如下
:

2
.

2
.

1 数据维护

按学生
、

教师
、

课程
、

选课编号
、

班级等五种方式输入
、

修改
、

删除学生的成绩信息
。 “

选课编

号
”

方式仅用于学分制下
, “

班级
”
方式仅用于学年制下

,

其余三种方式 同时适用于学分制和学

年制
。

2
.

2
.

2 信
.

息查询

按学生快速查询某学年
、

某学期学生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
、

获得学分
、

平均绩点
、

成绩名

次
、

最高成绩
、

最低成绩
、

不及格等信息
,

可同时查询学生入学以来的成绩统计信息
;
按教师查

询某学年
、

某学期教师讲授的课程
、

上课人数
、

平均成绩
、

不及格人数
、

及格率
、

最低成绩
、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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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

1 按学生维护成绩绩

111
.

2 按选课编号维护护

111
.

4按教师维护护

111
.

5按班级维护护

222
.

1 按学 生查询询

222
.

2 按选课编号查询询

222. 。 信息查询询

222222222
.

6模糊条件查询询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

管管管管 2
.

7 查询课程成绩分布布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系系系系 2
.

8 查询教师教学情况况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3333333
.

。 报表打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
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4学生成绩汇总报表表

3333333
.

5课程教学分析表表

444444444
.

。 统计分析析
4444444444444444444

.

4统计学生成绩总况况

444
.

5统计课程成绩信息息

555
.

1 清除数据库库

555
.

5维护系统操作人员员

图 2 S GM S 系统结构图

F ig
.

2 The s y s t e m s t r u e t u r e d d iag r am o f S G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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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

成绩分布等信息
;
按课程查询某学年

、

某学期各课程的任课教师
、

选修人数
、

平均成绩
、

最

低成绩
、

最高成绩
、

成绩分布等信息
;
按班级查询某学年

、

某学期全班每个学生的各门课程成绩

信息
、

成绩汇总信息
;
用户任意组合条件查询某学年

、

某学期学生的各门课程的学习成绩信息
,

并能同时打印查询的结果
;
查询某学年

、

某学期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分布信息
;
查询某学年

、

某

学期各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分析信息
。

2
.

2
.

3 报表打印

按学生打印某学年
、

某学期的学生成绩单
,

打印某学年的学生学年成绩单
,

打印毕业生的

中英文毕业成绩单
、

出国成绩单
;
按院系打印某学年

、

某学期的学生成绩一览表
,

报送各院系
;

按课程打印某学年
、

某学期的学生成绩一览表
,

报送各院系教研室
;
打印某学年

、

某学期的学生

成绩排名表 (分别按绩点
、

获得学分排名 ) ;
打印某学年

、

某学期的课程教 学分析表
;
打印某学

年
、

某学期的教师教学分析表等
。

2
.

2
.

4 统计分析

统计某学年
、

某学期每个学生的选修总学分
、

获得总学分
、

平均绩点
、

名次
、

最高成绩
、

最低

成绩
、

不及格课程数等信息
;
统计每个学生入学以来的选修总学分

、

获得总学分
、

平均绩点
、

名

次
、

最高成绩
、

最低成绩
、

不及格课程数等信息
;
计算某学年

、

某学期各课程的学生成绩排名
;
计

算某学年
、

某学期各年级的学生成绩排名
;
统计某学年

、

某学期各 门课程的选修人数
、

平均成

绩
、

最高成绩
、

最低成绩
、

不及格人数
、

及格率等信息
;
统计某学年

、

某学期各个教师的教学情

况
:

讲授课程数
、

总学 时数
、

学生上课人数
、

不及格人数
、

及格率等信息
;
从基础课

、

专业课
、

任

选课角度分析每个学生已选修的门数
、

获得的总学分
、

总平均绩点等
,

指导学 生今后的选课方

向
。

2
.

2
.

5 系统维护

物理性删除系统中各数据库中带有删除标记的记录
;
更新系统的索引文件

;
根据学生选课

信息自动转变为学生的初始成绩信息
;
查询

、

删除系统操作备忘录
;
维护系统的各级操作人员

。

2
.

3 数据库的设计

数据库是信息系统的核心
,

其设计的优 表 1 学生成绩荃本信息库

劣直接影 响系统的 成功与失败
。

在 G S M S

中
,

主要有两类数据库
:

基本成绩数据库
、

统

计分析数据库
。

限于篇幅
,

这里各取一例予以

介绍
。

2
.

3
.

1 学生成绩数据库

学生成绩数据库记录学生各门功课的考

试成绩
,

是 G SM S 最基本的数据库
,

其结构

如表 1所示
。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
,

每一学期 的

学生成绩用一个数据库来存放
,

数据库的编

号为 C J , , 二 , 二 D B F
,

前 4个
二
表示学年

,

最后一个
,
表示学期

。

例如 C J 9 4 9 5 2
.

d b f
,

表

示存放 94 一 95 学年第 2学期的学生成绩
。

2
.

3
.

2 统计分析数据库

T a b
.

1 T h e b as i e d a t a b a s e o f s t u d e n t
` 5 s e o r e s

序号 字段名 类型 长度 小数宽度

CCCCCCCDCC1 X H (学号 )

2 B H (选课编号 )

3 K C H (课程号 )

4 J S H (教师号 )

5 K C L B (课程类别 )

6 K S F S (考试方式 )

7 K S X Z (考试性质 )

8 K S R Q (考试 日期 )

9 C J (成绩 )

1 0 M C (名次 )

统计分析数据库存放各种成绩统计信息
,

具体包括三个数据库
:

学 生成绩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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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
关

t t 关

*关 , 关
.

d fb
、

课 程 教 学 分 析 数 据 库
。 t * , * , ,

.

bdf
、

教 师 教 学 分 析 数 据 库

关 关 关
,

.

d b f
,

各数据库的结构如表 2所示
。

3 系统的实现
、

特点及应用

G SM S 主 要 采用 C A
一

C l i p p e r
[昊 开军

,

1 9 9 5 ; C o m p u t e r A s s o e ia t e s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n 。
.

1 9 9 4 ]及 T u r b o C 编写 源程序
,

引用 了 C l i p p e r
的一些 工具软件 ( 如 C l a s s y

、

N L C
、

F u n e k y
、

SI X 3 ) 提供的 丰富 函数
,

最 后用 lB i n k e r 3
.

0工具连接生成 G SM S
.

E X E (可 执行文件 ) 和

G S M S
.

O V L (覆盖 文 件 )
。

利 用 A X S ( A d v a n t a g e X b a s e S e r v e r ) [ E
x t e n d e d S y s t e m s I n e

. ,

1 9 9 3〕构造 G S M S 系统为 C l i e n t / S
e r v e r

体系结构
,

网络操作系统为 N O V E L L V 3
.

1 0〔N o v e l l

nI 。
. ,

1 9 9 3 ]以上版本
,

汉字系统环境为 U C (D 〕5 V 3
.

0以上版本
。

G S M S 系统安全可靠
。

G S M S 的部分操作直接面向学生
,

所有用户分为三级
,

查询级 (如

学生 )
、

数据维护级 (如各院系的教学秘书 )
、

系统维护级 (如网络系统管理员 )
。

由于绝大多数

用户不懂网络
,

为了方便用户的使用
,

保证数据的安全
,

特别防止学生的破坏
,

我们仅将数据库

存放于文件服务器 中
,

而将执行程序 ( G S M S
.

E X E
、

G S M S
.

O V L )安装在各工作站上
。

不让用

户使用 N O V E L L 的 L O G I N 入 网命令和 L O G O U T 退网命令
,

而直接由 G SM S 自动登录入

网
,

退出 G SM S 系统时又 自动退网
,

从而确保各级用户的操作权限
,

增强系统的安全性
。

G S M S 是我们开发的高校教学管理系列软件之一
,

由上海水产大学教务处于 1 9 9 4年就度

投入使用
,

全面代替原手工操作
,

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

表 2 学生成绩统计库

T a b
.

2 T h e s t a t i s t i e a l d a 扭 b a s e o f s t u d e n t , 5 s e o r e s

x f
, ,

“
` .

d b f 的数据库结构

序号 字 段 名

,é9口左
工

NNNNCCCCNNCCCCC

l 0

l l

1 3

1 4

1 5

l 6

X H (学号 )

J HX F (计划学分 )

X X X F (选修学分 )

HD X F (获得学分 )

P J JD (平均绩点 )

M C (名次 )

T O P C J (最高成绩 )

T O P K C H (最高成绩课程号 )

B O T T O M C J (最低成绩 )

B O T T O M K C H (最低成绩课程号 )

F A IL (S 不及格课程数 )

C O U R S E S (总课程数 )

T O P C IJ (公共必修课的最高成绩 )

T 0 P K C H l( 公共必修课的最高成绩课程号 )

B ( ) T T O M C IJ (公共必修课的最低成绩 )

B ( ) T T O M K c IH (公共必修课的最低成绩课程号 )

类型 长度 小数宽度

C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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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字 段 名 类型 长度 小数宽度

4
Q U

4 8

n乙 n`

月任一万

左
工Q U

Ò n乙

左
孟

8

nÒ乙

月性一吕

连
几O口

9翻口̀

NNNNCCCCCCCCNNCNNCCCCCCCNNA I L FI S( 公共必修课的不及格课程数 )

C O UR E SI S(公共必修课的总课程数 )

TO P C JZ (专业必修课的最高成绩 )

TOK P C H2( 专业必修课的最高成绩课程号 )

BO T TO M C JZ (专业必修课的最低成绩 )

B0 T T0 MK C H2( 专业必修课的最低成绩课程号 )

FA IL Z S(专业必修课的不及格课程数 )

C O UR SE S2( 专业必修课的总课程数 )

TO P C J3 (公共选修课的最高成绩 )

TOK P C H3( 公共选修课的最高成绩课程号 )

B〔) T TO M CJ 3( 公共选修课的最低成绩 )

B0 T T0 MK C H3( 公共选修课的最低成绩课程号 )

FA I L S3( 公共选修课的不及格课程数 )

C O UR E S S3 ( 公共选修课的总课程数 )

O TPC J 4 (专业选修课的最高成绩 )

T0 PK C H4( 专业选修课的最高成绩课程号 )

B 0 T TO M CJ 4( 专业选修课的最低成绩 )

理〕 T TO MK C H4 (专业选修课的最低成绩课程号 )

FA I L S4( 专业选修课的不及格课程数 )

C O UR E S S4 (专业选修课的总课程数 )

TO PC J S(实践环节课的最高成绩 )

T0K P C H5( 实践环节课的最高成绩课程号 )

B (〕 T TO M CJ 5( 实践环节课的最低成绩 )

B O T T0 MK C H5( 实践环节课的最低成绩课程号 )

FA IL S5( 实践环节课的不及格课程数 )

C O UR SE S5( 实践环节课的总课程数 )

111 7 8 9201 22223242725262230 8 91 332333435336373 8 9401 442

行号

“ “
.

d f b的数据库结构

字 段 号 类型 长度 小数宽度

任̀O U

J达4
J跳

三任4月任

左
工月斗

CNNNCCNNNNNK C H(课程号 )

R X X S(选修人数 )

A V E R C J ( 平均成绩 )

TO P C J (最高成绩 )

B ( ) T TO M C J ( 最低成绩 )

R SI (优秀人数 )

R SZ ( 良好人数 )

R 3 S( 中等人数 )

R S4 (及格人数 )

R S S(不及格人数 )

R S6 (其他人数 )

8 91 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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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t t关 谷 圣 , ` .

d bf 物数据库结构

行号 字 段 号 类型 长度 小数宽度

44

CCNNCCNNNNNNJS H (教师号 )

K C H (课程号 )

X X R S (选修人数 )

A V E R C J (平均成绩 )

T O P C J (最高成绩 )

曰〕 T T O M C J (最低成绩 )

R S I (优秀人数 )

R S Z ( 良好人数 )

R S s (中等人数 )

R S 4 (及格人数 )

R S 5( 不及格人数 )

R S 6 (其他人数 )

123456789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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