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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卓平台的教学论坛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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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软件已经改变了传统教学的一些固定模式和行为习惯，本文依此为目的设计实现了一款教学论

坛 Ａｐｐ，主要作用是利用此软件使得学生、教师以及课程管理人员实现课程和其他相关信息的互动和交流。 为使系统更加适

用以及更加方便运营，本文详细完成了需求分析和角色设置工作，然后对系统进行了总体设计、各模块详细设计、数据库设计

等工作，最后利用安卓开发技术和 Ｎｏｄｅ．ｊｓ 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 框架进行系统开发并且完成了系统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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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

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教学资源从

课堂转移到了网络，学生在互联网上学习时间也在

延长。 部分互联网教育平台已经实现了线上正式授

课的教学模式，而且为每个课程设置了相关讨论区，
学生们在上课之余可以在讨论区中来提出自己学习

中的疑问等待回复，也可以浏览他人的帖子进行课

程的二次学习。 但是目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

及，各种讨论互动的操作从电脑端转向手机端已然

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本文面向教学业务研发出一款

手机 Ａｐｐ，除了具备基本的课程讨论互动功能外，还
将扩展出综合讨论区和数据录入管理等功能。 系统

将从需求及功能分析、系统设计和系统实现三方面

展开研究论述。
１　 讨论区需求分析

１．１　 主要功能介绍

本文开发的系统为面向教学的讨论区 Ａｐｐ，主
要使用人群是学生和教师，并以系统管理者和教学

管理员为主要系统运营人员的课程交流平台。 该系

统的运行场景图如图 １ 所示，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２

类，分别是：用户及课程数据管理以及讨论区内容浏

览和发帖回复功能。 对此可做探讨表述如下。
（１）用户及课程数据管理功能。 平台的所有用

户数据由系统管理员来维护，学生和教师名单要从

学校对应的教务处中获取导入到平台中。 教学管理

员名单需由学院确定专门负责人后，由系统管理员

进行信息录入。 一方面是统筹处理课程数据，教学

管理员需从教务处中导入本学院的课程信息，同时

获取学生的选课信息和教师授课信息，在学生和教

师于系统登录之前就填写好学生课表和教师课表数

据。 另一方面，也担负教学管理员的职责。 学生和

教师能够在自己登录后的平台中看到有关于本人的

全部信息和选课信息等数据。
（２）讨论区内容浏览和发帖回复功能。 平台中

有 ２ 类讨论区。 一类是与课程相关的讨论区，即针

对课程重点难点知识的讨论；另一类是综合讨论区，
包括学生反馈、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较为宽泛的

话题。 学生和教师可以在自己的账户中进行参与评

论、发帖和收藏帖子的数据操作。 在课程讨论区中，
学生会在本人所选课程中看到与课程相关的帖子，
也可以看到其它人的讨论内容，并以发帖的形式参



与讨论、提出问题等待别人回复。 这些操作也同样

适用于老师。 不仅如此，还可以采用匿名操作。 综

合讨论区和课程讨论区的场景相似，只是需要教学

管理者来进行分类管理和发帖，学生和教师只有浏

览和评论的功能，学生可以采用匿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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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运行场景图

Ｆｉｇ． １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ｃｅｎ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２　 角色及需求分析

讨论区 Ａｐｐ 的使用可以归纳为 ４ 类用户，分别

是：系统管理员、教学管理员、不同课程对应的教师

和相关学生。 对此功能和使用权限可做阐释分述如

下。
（１）系统管理员。 主要职责是管理系统其他角

色的用户名单。 对于学生角色，系统管理员要通过

教务处取得每门课程的选课学生名单，再将其导入

到数据库中，同时还要负责管理学生登录，这里不仅

涉及到学生都能完成登录，而且还要开放相应课程

的讨论权限。 而对于教师角色和教学管理者而言，
同样也要获取课程对应的教师名单并导入数据库，
且同步完成登录监督工作。

（２）教学管理者。 主要职责是维护课程信息和

设置非课程类的综合讨论话题。 对于前者，教学管

理员要在数据库中导入课程名称、课程开课学期和

对应教师与学生。 就后者来说，就是发布主题帖子

供大家参与讨论。 例如发布对于学院的课程改革来

征集建议等。
（３）教师和学生。 除了基本的登录注册功能

外，主要是在系统讨论区内浏览信息和发布信息，实
现学生和老师在课程信息等方面的交流讨论，同时

在发表时也可以选择是否采用匿名发表方式。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系统结构设计

打开 Ａｐｐ 后，无论何种身份的用户都需进入系

统的登录界面，输入账号和密码后进入该用户所在

权限的页面。 初始账号和密码由系统管理员导入来

生成，登录成功后不同角色进入不同的入口。 系统

结构总体设计如图 ２ 所示。 系统对此设计表述详见

如下。

教学辅助讨论区

系统管理员 教学管理员 教师 学生

图 ２　 系统结构总体图

Ｆｉｇ． 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系统管理员。 在登录后，可以查看和修改

自己的个人信息。 系统管理员可以进入系统名单导

入页面，并按照教师名单、学生名单和教学管理员名

单进行名单导入与设置处理，而且也可以查看和删

除已导入的名单，页面设计逻辑见图 ３。

系统名单查看及删除 教学管理员名单录入

系统名单导入 学生名单录入

个人信息及登录 教师名单录入

系统管理员

图 ３　 系统结构图－系统管理员

Ｆｉｇ． 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２）教学管理员。 在登录后，进入相应页面查看

和修改自己的个人信息。 在系统管理员的名单导入

工作结束后，教学管理员就可以导入课程名单，及设

置授课教师、上课学生和开课时间等信息，由此一门

课程正式开设上线。 此外，教学管理员还要管理综合

讨论区，通过进入综合讨论区管理页面，负责综合讨

论区的话题发布和浏览回复等工作。 教学管理员对

课程讨论区有浏览的权限，页面设计逻辑见图 ４。
　 　 （３）教师。 在登录后，可以进入相应页面查看

和修改个人信息，同时还可以进入另一页面查看上

课课表，但对于课表只有浏览、而不具备修改功能。
讨论区方面，教师只能对自己所授课程讨论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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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于综合讨论区的内容只有浏览权限。 针对

自己授课课程，教师可以发布一些有意义的讨论话

题，并且针对讨论内容做出必要的疑问解答等。 仍

需一提的是，教师可以进入推荐待回复内容页面中

进行课程答疑，教师页面设计逻辑见图 ５。

课程讨论区浏览 综合讨论区回复

综合讨论区管理 综合讨论区浏览

教学课程信息导入 综合讨论区发帖

教学管理员

个人信息及登录

图 ４　 系统结构图－教学管理员

Ｆｉｇ． 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综合讨论区浏览 课堂讨论区发帖

课程讨论区浏览 课堂讨论区回复

查看课表 课程讨论区浏览

教师

个人信息及登录

推荐内容 推荐待回复帖子

图 ５　 系统结构图－教师

Ｆｉｇ． ５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４）学生。 在登录后，可以查看和修改个人信

息，并且对于课表只有浏览、也不具备修改功能。 讨

论区方面，学生可以同时浏览综合讨论区和课程讨

论区，对于课程讨论区有参与讨论和发帖的权限，对
于综合讨论区只有参与讨论的权限。 对于学生在课

程讨论区产生的数据有记忆功能，可以查看自己在

课程讨论区曾经的发帖，进行回复和收藏，发帖不能

删除，但回复和收藏可以删除。 学生在自己的推荐

页面有 ２ 类内容。 一类是根据自己的提问推荐可能

有帮助的回复。 另一类是推荐一些待回答的问题。
教师页面设计逻辑见图 ６。
２．２　 数据库设计

本次研究的实体对象有学生、教师、系统管理员

和教师管理员四个角色，同时还有课程实体，此外还

包括独立的综合和课程讨论帖以及相应的独立回复

与子回复实体。 在研发过程中，教师实体和课程实

体能够结合学期学年等信息生成唯一课程。 而这门

课程在添加学生信息后产生了学生课表实体。 学生

在浏览讨论帖时需要进行日志记录产生帖子浏览记

录实体。 此外，将根据学生在讨论区的个人数据记

录，即个人收藏帖、个人创建帖和个人参与帖产生相

应 ３ 个个人数据实体。

个人收藏帖

个人评论数据查看 个人评论

个人发帖

推荐待回复帖子

推荐相似问题
推荐内容

综合讨论区回复

综合讨论区浏览
综合讨论区浏览

课堂讨论区发帖

课程讨论区浏览 课堂讨论区回复

课程讨论区浏览查看课表

个人信息及登录

学生

图 ６　 系统结构图－学生

Ｆｉｇ． ６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　 系统实现

３．１　 实现技术

教学论坛是基于安卓端开发的系统，手机页面

的实现是编写许多 ｘｍｌ 文件，而后用 Ｊａｖａ 语言编写

控制页面的活动类和各种基础类。 服务器端采用

Ｎｏｄｅ．ｊｓ 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 框架技术，这个框架有速度快、轻
量级和开发易于上手等特点。 考虑到数据库部分的

业务中存在大量数据字段扩展和数据存储灵活性等

特点，因此采用典型的非关系型数据库 ＭｏｎｇｏＤＢ 进

行存储。
３．２　 用户界面展示

系统用户界面总共分为 ３ 类界面。 具体阐述如

下。
（１）登录界面。 学生、教师、教学管理员和系统

管理员需要在登录界面中输入账号密码之后才能进

入个人角色的特定页面，登录界面如图 ７ 所示。
　 　 （２）角色功能页面。 即不同角色有不同的个人

功能页面，比如学生有个人课表，个人收藏等页面，
而系统管理员没有。 下面即以学生角色为例给出个

人空间页面，如图 ８，图 ９ 所示。
　 　 （３）讨论区页面。 包括综合讨论区和课程讨论

区的帖子总览、帖子详情、回复和创建等页面。 这里

展示帖子总览和帖子详情页面，如图 １０，图 １１ 所示。

３．３　 系统测试

在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要设置一个系统管理员，
进行初步自测。 系统管理员录入教学管理员、教师

和学生后再分别登录进入各自角色的页面进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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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系统的前后端实现完全分离，自测时要在程

序各个模块输出必要信息方便调试和过程跟踪。 在

初步自测过程后，利用爬虫技术在其他教学论坛中

爬取大量讨论区数据，进行数据格式转化后再录入

系统数据库中，方便于大数据环境下进行测试。 据

此可增加多名测试人员共同使用此软件，以确保系

统在大数据和多人使用下的实时性、数据同步性和

并行性等。

图 ７　 系统截图 １
Ｆｉｇ． ７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１

图 ８　 系统截图 ２　 　 　 　 　 　 　 图 ９　 系统截图 ３
　 Ｆｉｇ． ８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２　 　 　 Ｆｉｇ． 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３

图 １０　 系统截图 ４　 　 　 　 　 　 　 图 １１　 系统截图 ５
　 Ｆｉｇ． １０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４　 　 Ｆｉｇ． １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５

４　 结束语

本文根据大学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需求，设计了

一个服务于教师和学生使用的讨论区 Ａｐｐ。 软件设

计过程从需求分析出发，分析软件的核心功能和角

色设计，然后进行系统的总体设计和各模块详细设

计，最后利用安卓开发技术和服务器端 Ｅｘｐｒｅｓｓ 框架

进行系统开发，完成了系统测试工作。 当然，随着使

用人员的增加和需求的不断变化，系统仍要不断地

修改和完善。 目前各类实践均已表明，本文研究成

果有着广阔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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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

展。 科创板的设立将会在中国推动服务实体经济，
加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是中国

资本市场实现服务高质量，迈向多层次发展的重要

起点。 本文对科技板的服务对象科技型企业展开研

究，对一系列主题做了详尽探讨，期待为同类研究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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