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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时间管理平台的研究与实现

桑新欣

（郑州大学 软件与应用科技学院，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 经调查研究发现，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存在时间利用率低下的问题。 离开了高中被规划好的生活，大学生缺乏一种

自我规划时间的意识。 市场上已有的时间规划平台或者 Ａｐｐ 存在适用范围广泛、功能单一、界面复杂等问题，缺乏专门针对

大学生的生活进行时间管理的平台。 因此，为了解决大学生时间规划问题，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充实自己的大学生活，研究提

出了一个专门针对大学生时间管理的平台。 本文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管理大学生的时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述，并提出

了对平台数据分析和传输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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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日渐

提高，人们的生活也日趋便捷。 但与此同时还需一

提的是，经过调查统计显示［１］，大学生每天平均使

用手机的时间约为 ５．６ ｈ。 其中，有 ２３％的学生表示

在上课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玩手机。 不仅仅是在课

堂上，在路上、食堂、寝室、公交站等场所，“低头族”
已无处不在。 这项研究表明：大学生对自己的生活

缺乏管理与规划，因而对于大学生时间管理软件的

研究与开发将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与意义。 目前，
市场上已推出的时间管理类软件有：ＰｒｏｏｆＨｕｂ、泛
微、日历、Ｔｉｍｅ Ｄｏｃｔｏｒ 等等。 其中，ＰｒｏｏｆＨｕｂ 与 Ｔｉｍｅ
Ｄｏｃｔｏｒ 适用于项目开发团队，用于管理项目开发进

程；泛微适用于办公人员（工作族）；日历是一种古

老的时间规划技术、功能单一，仅能用于时间提醒。

综上分析可知，市场上并未见到专门针对大学生时

间管理的平台。 为此，基于对大学生学习生活特殊

性的调研分析，文中构建了以下 ６ 个功能模块：每日

任务管理模块、课程表模块、记事本模块、番茄时间

模块、统计模块以及管理员模块。 同时，研究中采用

了 Ｗｅｂ 后端和 Ａｐｐ 前端数据同步（ＨＴＴＰ）、ＭＶＣ 模

式实现业务逻辑分离、开源数据库 ＬｉｔｅＰａｌ、客户端

网络通信框架 ＯｋＨｔｔｐ 等技术，设计实现了一个专门

面向大学生时间管理的平台，旨在最终能有效地解

决大学生时间利用率低下的问题。 对此，本文拟做

研究论述如下。

１　 系统功能设计

１．１　 需求分析

在本小节中，关于系统研究的需求分析可给出

阐释分述如下。



（１）调研方式：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２）调查对象：郑州大学在校学生、河南农业大

学在校学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在校学生。
（３）调查时间：１ 个月。
（４）调查结果：８０％的学生不会做每日规划；缺

乏时间观念，琐碎的课余时间利用率低；没有科学的

学习方法，学习过程中精力不集中；较易搁置或者遗

忘以往自己做出的规划。
１．２　 系统功能模块图

根据系统调研结果，针对大学生目前普遍存在

的问题，本平台研发了 ６ 个功能模块，从而能够帮助

大学生避免在时间管理上陷入误区，以及修正现有

不足。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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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时间管理平台

图 １　 系统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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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系统功能模块

由图 １ 可知，针对系统中各模块的详细功能可

得剖析综述如下。
（１）每日任务管理模块

① 学生可以对每日自己的时间进行规划，形成

每日任务。
② 学生可以设置任务的优先级，大体上可分

为：一般、紧急、非常紧急（一般＜紧急＜非常紧急），
系统会对优先级高的任务提供优先提醒。

③ 学生可以查看每天自己的任务完成的情况。
（２）课程表模块

① 学生可以通过自行输入、或者导入课程表的

方式形成自己的课程表。
② 系统智能提醒每日课程。
③ 系统会自动识别课余的琐碎时间，并且推送

一些学生可能喜欢的活动或者提醒学生不要忘记老

师布置的作业。
（３）记事本模块。 在系统中添加记事本模块，

就可方便学生使用，实现了平台一体化设计，为学生

提供了更多的功能。
（４）番茄时间模块

① 番茄工作法（２５－５）是一种“工作 ２５ 分钟、
休息 ５ 分钟”的工作方法。 本系统引入了该科学的

学习方法，更加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注重劳逸

结合。

② 为了实现更大的灵活性，系统中提供了自定

义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功能，用户可以结合自身的学

习习惯和学习效率设计适合自己的番茄时间。
（５）统计模块

① 系统提供了统计数据的功能，统计用户学习

时间的数据。
② 统计用户每日已完成和未完成的任务。
③ 统计模块为用户提供了折线图、泡泡图、柱

状图、饼状图四种可供选择的图表，可以让用户根据

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
（６）管理员模块

① 由管理员进行系统功能维护和升级等。
② 由管理员来维护用户基本信息及数据的安全。

１．４　 功能创新点

（１）系统专门针对大学生的日常时间进行管理

和规划，受众客户是高校学生。
（２）根据录入校历结合日历以及课程表和用户

信息采集自动生成日程安排和时间规划。
（３）系统设置了定时提醒的功能，及时提醒学

生完成自己指定的任务。

２　 系统架构设计

２．１　 Ｂ ／ Ｓ 三层架构

本次系统研发采用的是 Ｂ ／ Ｓ 结构［２］，其中数据

将存储在服务器端，节省了用户在浏览器端的内存，
使该系统平台更容易被用户接受，占用内存小的

Ａｐｐ 也不会对手机的正常使用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

烦。 系统的可维护性强，对数据从整理、直至维护的

便捷均不会影响到客户端的使用。 本系统平台的架

构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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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Ｂ ／ Ｓ 三层架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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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移动客户端架构

本系统的关键技术支持和主要界面类型列举在

移动客户端架构，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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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移动客户端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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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核心技术探析

３．１　 基于 Ｓｐｒｉｎｇ Ｂｏｏｔ 实现从 Ｗｅｂ 端向 Ａｎｄｒｏｉｄ
端获取数据

本次构建系统采用了 Ａｎｄｒｏｉｄ 结构，整体运行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 平台，数据存储主要在 Ｗｅｂ 的服务器端。 Ｗｅｂ
服务器端的构建采用了 Ｓｐｒｉｎｇ Ｂｏｏｔ 框架［３］，由此提供

简单的Ｍａｖｅｎ 配置减少了代码的复杂度。 对系统 ｘｍｌ
的配置并未给出特殊的规定及要求。 通过 Ｓｐｒｉｎｇ Ｂｏｏｔ
的使用成功搭建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维护的系

统架构平台。 其中涉及到数据的传输问题。 下面即以

数据传递为例，研究分析后得到的关键代码如下。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ｇｅ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Ｔａｓｋ（Ｕｓｅｒ ｕｓｅｒ）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ｎｅ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ｅｔＳｔａｔｅｓ（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ｅｔ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ｅ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Ｔａｓｋ（ｕｓｅｒ．
ｇｅｔ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Ｍｉｌｌ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Ｍｉｌｌｉｓ（） ＋ １ ０００ ∗ ６０ ∗ ６０ ∗ ２４）；

　 　 　 　 ｒｅｔｕｒ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３．２　 基于 Ｏｋｈｔｔｐ 实现 Ａｎｄｒｏｉｄ 端向 Ｗｅｂ 端请求

数据

Ａｎｄｒｏｉｄ 端通过 Ｏｋｈｔｔｐ 技术发送 Ｈｔｔｐ 请求，用于

向 Ｗｅｂ 请求获取数据。 其中，ＧＥＴ 方法表示向服务

器端请求获得数据，ＰＯＳＴ 方法表示希望将从 Ａｎｄｒｏｉｄ
提交数据至服务器端。 接收到的数据需要用 ＪＳＯＮ
技术进行数据解析，将数据格式转化为研究所需要的

语言，从而实现 Ａｎｄｒｏｉｄ 端与 Ｗｅｂ 端的数据传输。 部

分请求 Ｗｅｂ 数据的代码段可表示如下。
ＨｔｔｐＵｔｉｌ．ｓｅｎｄＯｋＨｔｔｐＲｅｑｕｅｓｔ（＂ ｈｔｔｐ： ／ ／ ２２２．２２．４９．

１８８ ／ ｌｏｇｉｎ＂ ，ｎｅｗ ｏｋｈｔｔｐ．Ｃａｌｌｂａｃｋ（） ｛

＠ Ｏｖｅｒｒｉ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ｏｉｄ 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Ｃａｌｌ ｃａ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ｒｏｗｓ ＩＯ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ｓｈｏ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ｇｅｔＭｅｓｓａｇｅ（ ）． ｓｔｒｉｎｇ（ ），

０）；｝｝）；
３．３　 排序队列

本系统中，用户可以通过任务优先级的设计优

先完成比较重要紧急的任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本系统设计了一个排序队列，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

对任务优先级进行排序，系统将会根据排序队列的

前后顺序发出任务提醒，优先提醒紧急的任务。 通

过排序队列的研发，优化了用户体验，尽量保证用户

按时完成紧急的任务。
研究时，利用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框架［４］ 来对任务进行

排序，关键代码如下。
　 　 　 ｉｆ （ ｔａｓｋｓ．ｓｉｚｅ（） ＝ ＝ １）｛ ／ ／若任务列表里只

有一个任务则不排序，直接返回数据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ｅｔＳｔａｔｅｓ（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ｅｔＤａｔａ（ｔａｓｋｓ）；
　 　 　 ｝ｅｌｓｅ｛ ／ ／若有多个任务就进行排序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ｏｒｔ（ ｔａｓｋｓ）；｝

４　 系统实现

４．１　 Ａｎｄｒｏｉｄ 客户端实现

界面设计以及实现主要是利用 Ａｎｄｒｏｉｄ 上的相

关技术，组建了一个 Ａｐｐ 平台。 Ａｐｐ 平台可用性

强、使用起来方便迅捷，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制定

或者修改任务，科学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Ａｎｄｒｏｉｄ 技

术主 要 用 到 了： Ｊｓｏｎ 解 析、 自 定 义 Ｖｉｅｗ 实 现、
ＬｉｎｅａｒＬａｙｏｕ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ｙｏｕｔ 等常见布局，同时利用

ｏｋＨｔｔｐ 进行 Ａｎｄｒｏｉｄ 端与 Ｗｅｂ 服务器端的数据传

输。 至此，研究得到的各主题模块的设计概述及结

果展示详见如下。
（１）每日任务管理模块。 学生可以设置自己任

务的截止时间、优先级、提醒的时间以及是否重复提

醒。 学生还可以提前结束或者选择放弃自己的任

务。 每日完成任务会有相应的任务奖励，未完成或

者放弃的任务会提醒学生填写原因，从原因中分析

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最终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任

务设置界面如图 ４ 所示。
　 　 （２）课程表模块。 通过学生手动录入或者系统

自动生成课程表，方便学生查看每天的课程。 系统

会根据学生的课程安排规划课余的时间供学生参

考。 课程表模块界面如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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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任务设置部分界面

Ｆｉｇ． ４　 Ｔａｓｋ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图 ５　 课程表模块界面

Ｆｉｇ． ５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３）记事本模块。 为了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本系统设置了记事本模块，方便学生在规划时间范

围内可以记录一些问题或者感受，实现系统功能一

体化。 此外，对记事本模块也增加了智能提醒和通

知的功能，可以在记事本中设置提醒。 记事本模块

界面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记事本模块部分界面

Ｆｉｇ． ６　 Ｎｏｔｅｐａｄ ｍｏｄｕｌｅ ｐ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４）番茄时间模块。 本系统提供了番茄工作法

的功能模块，一方面可以提高学习的专注力，另一方

面适度的休息则有助于持续性的高效率学习。 本系

统也兼顾了个人因素，用户可以更加灵活地设置适

合自己的番茄时间［５］。 番茄时间界面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番茄时间界面

Ｆｉｇ． ７　 Ｔｏｍａｔｏ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５）统计模块。 对学生每日完成任务进行统

计［６］，有助于学生做好每日的反思总结。 为了满足

不同学生的需求与喜好，有折线图、柱状图、饼图、泡
泡等 ４ 种方式展示数据统计结果。 数据统计界面如

图 ８ 所示。

图 ８　 数据统计界面

Ｆｉｇ． ８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４．２　 Ｗｅｂ 服务器端的实现

考虑到本系统的设计是基于采用前端与后台分

离的开发模式，因此采用 ＭＶＣ 技术［７］ 实现业务层

与逻辑层的分离， 使系统的健壮性更强， 占用

Ａｎｄｒｏｉｄ 端的数据空间较小。
系统的后端采用 Ｊａｖａ 语言编写，利用 ＬｉｔｅＰａｌ 构

（下转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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