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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下志愿填报辅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胡作未， 牛鑫波， 刘　 博， 陈　 铭， 杜会永

（哈尔滨商业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２８）

摘　 要： 新高考改革是人才选拔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在注重考察学生综合素质、尊重学生自主选择权利的同时，也给考生和

家庭填报高考志愿带来了难度。 如何充分应用往年录取大数据指导志愿填报，并通过智能化降低志愿填报难度，已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基于新高考改革进行志愿填报系统的设计与管理尤为重要。 为使考生能够全面参考各高校、各专

业历年分数及位次情况，更加恰当地对自身分数进行定位，进而合理选择专业和院校志愿，增加被理想高校和专业录取的机

会，就需要参考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志愿填报决策系统。 本文采用结构化分析方法，对志愿填报业务流程、数据流图等进行

系统分析，对功能和数据库等进行科学设计，对人机交互界面进行人性化设计，通过最后系统测试等环节，探索了志愿填报辅

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将有助于考生选择对比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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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时下，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则使

电子计算机在文字处理、信息管理、智能教学及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广泛。 具体涉及到新高考改

革的出台实施，该项新举措一方面增加了学生的选

择性，分散了学生的考试压力，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也为志愿填报带来了新的困难

和问题，新高考改革下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管理正是

针对新的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一系列相关工作的调

度、统筹及部署，而且，高考志愿填报也是实现高考

志愿填报系统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为

了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的高效性，研发一个利用计

算机来辅助新高考改革下志愿填报系统管理工作的

系统是极为必要的。 如此一来，就能够更好地对新

高考改革下的志愿填报系统进行管理，还能在最短



的时间内，更加准确与高效地完成整个信息查询与

管理的运行过程。 计算机自身具有的管理功能，同
时结合本系统的灵活使用，管理者采集、处理信息和

决策能力均将得到极大提升，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

管理也将更趋于规范化、标准化和数字化，此外，查
询手段也更加地智能与便捷。 本文即针对新高考改

革下的志愿填报政策设计并实现了填报辅助系统，
该系统通过收集各高校历年录取信息，结合志愿填

报的新政策，为志愿填报进行辅助决策，并通过结构

化分析，按照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顺序，对
整个系统依次展开研究与论述。

１　 业务及数据流图分析

１．１　 业务流程分析

业 务 流 程 分 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ＰＡ），即对业务功能分析做出进一步细化，在此基

础上得到相应的业务流程图。 该图详尽地反映了系

统处理过程，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理解各流程基本要

素的联系，如高校信息与专业信息，并可以帮助开发

者更清晰地发现及解决系统运行中的相关问题。 在

对业务流程进行分析时，需要严格按照信息流动过

程，逐一地剖解分析各个流程之间的内容。 无论是

处理顺序、或是处理时间，均需做好适当安排，以便

更高效地梳理各环节所需要的信息，从而更准确地

为其提供相对应的信息。
业务设计流程如图 １ 所示，不同图形表示系统

不同业务流程，如方框表示用户可使用的功能业务，
方框中描述了相应功能的内容，箭头表示的是各流

程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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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业务流程图

Ｆｉｇ． 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由图 １ 中可以看出，系统可以识别用户注册情

况，并依据用户注册情况派发相应的模块功能。 非

注册用户只能查看高校信息，并在注册后将被列入

会员信息表中，此后可以使用完整的设定模块功能，
如查看专业信息、估分选大学等。 综上论述可知，该
种设计方便了对用户的管理，并可依据用户自身情

况为其提供相应的模块功能。
１．２　 数据流程分析

数据流程包括：数据产生、数据传输、数据加工及

处理、数据使用和存储等。 数据流程及其分析是数据

库系统建立及功能模块处理过程设计的基础之一。
数据流程分析主要通过数据流图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ＤＦＤ），就是从数据的传递和加工角度，用
图形的方式去表达系统的逻辑功能，舍去了具体结

构、信息载体、处理工具等，仅是给出数据在系统内

部的逻辑流向和逻辑变换过程，是用于表示软件模

型的一种图示方法和结构化系统分析方法的主要表

达工具。 考虑到数据流图只反映系统必要的逻辑功

能，因此就是一种功能模型。 在结构化设计过程中，
数据流图是需求分析阶段产生的结果。 数据流程图

显示系统将输入以及输出何种的信息，数据如何通

过系统前进以及数据将被存储在何处，既不显示关

于进程计时的信息，也不显示进程是否将按顺序、还
是并行运行。 系统部分流程如图 ２ 所示。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系统功能设计

高考志愿填报及管理系统（高考报志愿辅助系

统）功能模块的设计构成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以看出，本系统整体上分为前台和后

台两部分。 其中，前台是对外，即针对用户；后台是

对内，即针对系统管理。 前台将以后台为基础依托，
从而保证前台服务的正常运行。 对于前台一些核心

功能，专业信息模块主要是根据考生自身情况提供

相应的专业信息查询，而填报技巧主要是为了帮助

考生更加合理地择校、及选择专业，估分选大学则是

根据各高校历年录取情况及考生自身分数提供可供

参考的高校信息。 对于后台而言，重点是进行各方

面的管理。 如高校信息管理和专业管理，主要是在

及时更新各高校信息和其相应专业信息的情况下进

行管理，以便为考生提供更准确的服务。
２．２　 系统 Ｅ－Ｒ 图

系统 Ｅ－Ｒ 图主要反映了各实体之间的属性联

系，如一对多的联系，管理员可以对各实体进行相应

的管理。 本次研发系统的 Ｅ－Ｒ 图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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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部分数据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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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系统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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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需经过多个重要阶段：需求分析阶

段、概念结构设计阶段、逻辑结构设计阶段、数据库

物理设计阶段、以及数据库实施阶段和数据库运行

与维护阶段。 其中，数据库是志愿填报辅助系统的

关键部分，规范、健壮、可扩展性强的数据库有利于

系统的开发、运行、维护和升级。 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的数据库中将用到大量的数据表，包括管理员表、会
员用户表、权限表、地区表、留言信息表等等，但系统

和核心在于分数线表、高校表以及专业表等，其内部

设计结构详见表 １ ～表 ３。 由表 １ ～表 ３ 可见，表格

中集成了诸如分数线表、高校表以及专业表各字段

的定义与注释在内的多个子项。 其中，分数线表根

据往年各高校各专业的录取情况搜集数据并写入数

据库，同时用不同代码来表示不同段分数线，定义其

字符类型，放入数据库中。 高校表变动较少，而一个

高校所应包含的信息通常有电话、地址、网站、邮箱、
简介等，可将这些内容放入数据库中，便于考生查

询。 与其类似，专业表包括各高校开设的所有专业，
若有专业取消，该专业信息仍然保存在数据库中，以
招生数量为 ０ 的形式予以保留。 在相应的高校中，
专业名称、专业简介、专业分数也应放入数据库中，
以便考生查询。 数据库中各数据表内信息实际上并

不是彼此独立的，通过某种交互联系，才能体现数据

库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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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系统 Ｅ－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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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分数线表

Ｔａｂ． １ 　 Ｓｃｏｒｅ ｔａｂｌｅ

序号 字段编号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注释

１ ｉｄ ｉｎｔ ４ 编号

２ ｐｒｏｖｉｎ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省份

３ ｙｅａｒ ｔｅｘｔ １６ 年

４ ｆｒａｃｔ１ ｉｎｔ ４ 一本分数线

５ ｆｒａｃｔ２ ｉｎｔ ４ 二本分数线

６ ｆｒａｃｔ３ ｉｎｔ ４ 专科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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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高校表

Ｔａｂ．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ｂｌｅｓ

序号 字段编号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注释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ｉｄ ｉｎｔ ８ 高校编号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ｎａｍｅ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６０ 高校名称

３ ｐｒｏｖｉｎ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省份

４ ｓｓｔｙｐｅ ｉｎｔ ４ 学校类型

５ ａｄｄｒｓ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地址

６ ｔｅｌ ｉｎｔ ４ 电话

７ ｅｍａｉｌ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邮箱

８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网址

９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简介

表 ３　 专业表

Ｔａｂ． 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ａｂｌｅ

序号 字段编号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注释

１ ｉｄ ｉｎｔ ４ 编号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学校

３ ｐｒｏｆｅｎａｍｅ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专业名称

４ ｐｒｏｆｅｎｕｍ ｉｎｔ ４ 专业编号

５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简介

６ ｃｅｅｓ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５０ 高考分数

３　 系统实现

３．１　 系统实现的软硬件环境

操作系统类型：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数据库：ＭｙＳＱＬ 数

据库；Ｗｅｂ 服务器软件： Ａｐａｃｈｅ Ｔｏｍｃａｔ；ＪＳＰ 技术

ＨＴＭＬ５；处理器：Ｉｎｔｅｌ 酷睿 ｉ５；内存空间：４ ＧＢ；硬盘

空间：１ Ｔ。
３．２　 用户登录界面

进入用户登录界面，系统可以通过用户名和密

码识别用户，首先在管理员与会员表中搜索并识别

是否存在用户，如果存在则判定用户权限。 在用户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系统将会通过数据库对其进

行识别，如果用户名和密码正确，用户就能进入系统

并使用相关权限，否则将无法进入系统，并被提示需

要注册。 用户登录界面如图 ５ 所示。
３．３　 首页主界面

用户通过登录界面进入系统后，可以在系统首

页查看相关信息。 如网站公告、网站简介等。 系统

主页浏览效果如图 ６ 所示。
３．４　 高校信息查询界面

用户打开系统后，可以查询高校信息。 如查询

相应省份、分数线对应的高校信息。 高校信息查询

界面浏览效果如图 ７ 所示。

图 ５　 用户登录界面

Ｆｉｇ． ５　 Ｕｓｅｒ ｌｏｇ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图 ６　 系统主界面

Ｆｉｇ． ６　 Ｈｏｍｅ ｐ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图 ７　 高校信息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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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查看分数线界面

用户打开系统后，可以查看分数线信息，界面浏

览效果如图 ８ 所示。 例如：现有一广东省考生，理
科，高考成绩为 ５６０ 分，本系统能够给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的一本、二本、三本分数线，并且能够根据每年分

数线以及实际成绩推荐学校并查看相应专业信息。
考生则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兴趣爱好、未来发

展方向、专业偏好等选择喜欢的高校和专业进行相

应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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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查看分数线界面

Ｆｉｇ． ８　 Ｖｉｅｗ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４　 结束语

本系统采用了结构化和瀑布模型的设计方法，
满足了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的基本功能需求，界面友

好。 本系统拥有自己的特色，不仅操作方便，而且实

用性强。 能够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及时、有效地

获取目标高校专业的详细数据，并根据分数给出报

考区间范围，更好地指导考生填报高考志愿。
　 　 系统仍然存在后续可改进的空间，首先，有关数

据库的问题。由于数据库未臻完善，在输入新的数

据时，数据格式校验并不及时，因此无法保证数据绝

对正确性。 其次，在更新一些已有数据时可能会降

低获取用户基本信息的速度。 再有，就是关于系统

运行的问题。 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一

些其它未知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地优化和

完善系统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针对往年分数情况

所带来的数据搜集工作量较大的问题，可有针对性

地开发数据抓取系统，为考生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快

速搜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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