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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提升教学管理与服务水平的实际需求出发，设计湖南科技大学移动微教学服务平台。该平台以新版微信
公众服务平台及其ＡＰＩ接口为基础，采用Ｊａｖａ开发技术，实现了成绩查询、自习教室查询、课表查询、考试安排查询等信
息查询功能。实践证明，通过移动微教学服务平台，全体师生可以在任何地点、时间以任何方式获取资源，有效提升了学

校教学管理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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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３Ｇ技术已经成熟，正向４Ｇ发展，移动智能终端普及，人们访问英特网的习惯已从有线
ＰＣ端转移到移动智能终端。高校信息化建设也正由传统的基于 ＰＣ端的 Ｗｅｂ服务向移动智能终端发
展［１］。研究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高校教学管理与信息服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广泛的应用

价值［２］。

本文根据目前移动终端用户使用特点，从学校实际需求出发，依托新版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开展移

动教学应用的研究与实践，设计开发了移动教学管理与信息服务系统。该系统包括微教学服务平台和

掌上教学信息门户两个子系统。用户通过微教学服务平台进行信息查询，通过掌上教学信息门户进行

业务办理。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将校园内的教学信息服务和移动互联网结合起来，学生可以随时随

地通过服务平台查看信息、办理业务。该平台打破了学校的数字化资源、特别是教务管理系统只能使用

校园网访问的局限，不仅可以在校园内使用校园无线网络访问，而且可以在校园外任何有移动通信网络

的地方使用。系统开发成本低、界面友好、使用简单、用户体验良好、维护方便，而且可以跨平台，一次开

发多平台使用。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是学校移动信息化的起点，以后会将校园信息服务全面扩展到

移动智能终端［３］，全方位多层次提升学校的管理与服务水平。本文重点分析微教学服务平台。

１　设计理念
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在传统有线网络和 ＰＣ机的基础上设计开发，将现有的学校数字化资源和

各应用系统的服务通过无线热点和运行商４Ｇ网络扩展到移动智能终端上，使得学校师生可以在任何
场地、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无界地访问学校的数字化资源和各应用系统。利用移动互联网相关技术，将

学校各种教学信息资源和应用服务进行整合、挖掘和展现，构建移动教学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为学校

师生提供便捷的移动信息服务。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整体架构如图１所示。整体架构从低到高依次
为数据支撑层、数据接入层、移动教学信息平台服务层、应用接入层和智能终端访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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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主要是对软件开发的准备工作及软件开发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充分的

需求分析可以使系统在后续的开发中简单清晰。在建设前期，针对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使用

需求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结合平台功能模块的核心优先、逐步推进的建设策略，对需求进行了主次急

缓的分类，做到分步实施，稳步推进。

图１　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整体架构

１．２　功能需求
对平台直接服务人群进行调研是进行需求分析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通过调研发现，师生普遍反

映教务管理系统在没有校园网覆盖的地方无法访问，而且信息查询和业务办理不及时。师生迫切需要

一个在移动智能终端能够随时随地准确查询信息和办理业务的应用。基于此，对调研的需求进行总结

归纳，整理出本平台的具体需求。

１．３　性能需求
稳定性。对于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类软件，用户将在不同的页面来回跳转，处理好事件之间的线程

问题，能使平台有好的稳定性。同时，本平台的用户众多，在特定的时间访问量大，因此平台处理数据能

力应较强，在承受一定的压力时不轻易发生崩溃现象。

易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操作界面简洁、直观、人性化，符合用户工作习惯；二是尽量简

化操作，提高操作效率，用最少最简单的操作获得最好的用户体验；三是要有帮助文档，在用户遇到问题

时能指引用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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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性。教学信息服务功能众多，除了平台已实现的功能之外，还有很多功能有待进一步发展。例

如，现在平台用户只有在校学生，以后将扩展到管理者。因此，平台设计时应考虑平台后期的扩展需求，

预留一些扩展接口，使平台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高效性。平台主要对原ＷＥＢ端信息管理系统数据进行访问和提交，如果服务端响应时间过长则
会影响用户体验，这对服务器的返回数据的速度提出了要求。考虑到很多手机仍使用２Ｇ网络，操作的
响应时间应在５秒内，３Ｇ／４Ｇ网络或ｗｉｆｉ下，操作的响应时间在１～２秒内。
１．４　数据共享与交换

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和信息需要用到学校其他部门应用系统的数据和服务，通过学校的数

据共享与交换平台来进行共享与交换。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将校园内独立的应用系统、教学平台、资源平

台、管理平台和服务平台数据库整合起来，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统一的格式和标准集成来自不同系统的数

据。平台将系统数据库支撑的数据通过ＥＴＬ工具集成到平台中，经过转换、纠错、规范化，最终导入到共享
数据库里，并进行实时或定时的同步。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具有数据源管理、ＥＴＬ数据管理、集成监控管
理、统计报表管理、数据交换管理等功能。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通过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接口与新开发的应用系
统进行数据交换。

２　微教学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微教学服务平台是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的子系统之一，借助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公众平台，开发

者只需申请一个公众平台账号，就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ＡＰＩ实现与开发的网站程序对接。该平台只
需一次开发，即可在所有可以安装微信的平台上使用。微信公众平台有众多的特点，如天然的用户接口

（基本上每个学生都有微信帐号）、安全性高、用户体验好、平台维护简单等。但是微信公众平台在交互

上以简单的文本消息为主，如果需要进行大量数据交互则很不方便。

微教学服务平台能为用户提供众多重要的服务，如学生成绩查询、课表查询、空闲教室查询、借阅查

询等等。微教学服务平台是移动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绑定学号后，只需发送一

个简单的数字命令即可查询相关的教学服务信息。

图２　微教学服务平台架构

本平台采用先进的移动技术，

提出结合无线网络和移动智能终端

的校园教学信息服务平台解决方

案。平台的架构如图 ２所示，移动
智能终端安装微信客户端，用户利

用微信客户端通过无线网络将请求

发送至微信服务器，微信服务器将

请求转发至微教学服务平台服务

器，微教学服务平台服务器和学校

统一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进行交

互，然后将客户请求得到的数据返回给微信服务器，微信服务器将数据转发给微信客户端。

平台采用Ｃ／Ｓ架构，其中客户端无需任何开发。用户只需安装微信客户端，然后在微信客户端中
关注微教学服务平台公众号即可使用。

平台服务端使用Ｊａｖａ语言实现，采用Ｓｅｒｖｌｅｔ接收所有由微信服务端转发过来的客户请求，然后根
据请求内容调用相应的ＪａｖａＢｅａｎ，并将结果转发给微信服务器，最后由微信服务器转发给用户。平台使
用Ｍｙｓｑｌ作为平台本地数据库，并使用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技术进行数据映射。Ｗｅｂ服务器使用Ｔｏｍｃａｔ。微信服
务器与微教学服务平台服务端之间以微信指定的ＸＭＬ格式传递数据。

考虑到微教学服务平台是通过收发消息进行数据交互，不适合大量数据的交互，因此在微教学服务

平台中主要实现信息查询功能，确定了系统的身份认证、信息查询、业务办理、通知发送、意见反馈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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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具体功能如图３所示。

图３　微教学服务平台功能结构

图４　平台主界面

微教学服务平台主界面如图４所示。用户关注本服务号后
即可进入平台主界面，用户在消息输入框输入菜单，发送后即可

返回图４所示主菜单，回复主菜单中的菜单名或者菜单名对应
的数字调用平台相应的功能。界面最低端还定义了菜单栏，用

户可通过菜单栏的选择调用服务号功能。

３　结语
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利

用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智能设备的网络应用得到广泛的发展。

高校网络应用无线移动化已经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趋势［４］。

教学信息服务是高校信息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根

据湖南科技大学实际情况，在分析了现有教务管理系统功能需

求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需求调查，通过教务系统集成接口，设

计和实现了移动教学信息服务平台。在试运行的过程中，注册

学生占全校学生的９０％以上，用户关注度粘度高，平台用户可以
在任何场地、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无界地访问学校的数字化资

源和各应用系统的服务，大大提升了学校在教学方面的管理和

服务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具有重大的推广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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