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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课程口试训练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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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Ｂ ／ Ｓ 架构设计与实现了一个生物化学口试训练系统。 该系统利用 Ｃ＃语言进行开发，底层运用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５ 数

据库进行数据管理。 在系统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主要包括用户注册子系统、考务管理子系统、限
时考试子系统、查询成绩子系统、题库管理子系统、阅卷管理子系统等。 系统实现后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学年试用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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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化学是生物类研究生学位课程之一，涉及

知识面广，难度大，更新快，如何客观合理地对学生学

习效果进行评价，是任课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１］。 通

常的考试方式是采用笔试答题的方法进行，不仅考试

范围受到限制，更不能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训练，为
此，我们尝试了多方位的考试模式，包括前沿文献讲

解、研究项目设计、一对一口试等。 由于口试形势比

较灵活，即使学生背熟了试题答案，也会在主考老师

的追问下暴露知识盲点，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对于主考老师的要求也提高

了，在问题追问的深度和广度上，不同的主考老师难

以取得一致，学生在复习时也难以把握。 设计与实现

一套口试训练系统，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与复习，也
有利于主考老师提问和追问的标准化，对于推进考试

模式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２］。 本文采用 Ｂ ／ Ｓ
架构设计与实现了一个生物化学口试训练系统，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学年试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１　 需求分析

１．１　 功能性需求分析

开发一个令人满意的训练系统的首要步骤是做

好需求分析。 通过对对象用户的认真调研，精准把

握不同用户对象对系统功能的需求，进而在开发中

逐一实现。 基于 Ｗｅｂ 的生物化学口试训练平台可

使考生在任意指定地点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进行在线训

练，在任何地点进行成绩查询；可使教师、教务管理

人员、网络管理员在单位局域网内利用网页浏览器

通过 Ｗｅｂ 页面完成所有工作，彻底摆脱传统训练模

式，真正实现了口试训练过程管理的办公自动化、信
息化、网络化、现代化［３］。
１．２　 非功能性需求分析

分析把握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如操作界面、运行

效果、平稳性、安全性等，也是开发系统之前必须进行



的步骤，这些因素相对于功能性需求虽然不是起决定

作用的，但其对系统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４］。
１．２．１　 用户界面需求分析

操作界面：软件系统提供怎样的运行风格、信息

的输入输出形式、界面图形及布局、提供给用户的运

行方式及各功能模块的分布设计等，这些元素都会对

软件的可接受性和使用效率有很大的影响，开发者设

计的操作界面必须妥善全面地满足这些要求。 角色

定位：对使用对象角色的定位原则是须具备普遍性、
代表性及与系统功能的相关性。 通过对使用对象群

总体特征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我们可以把不适宜

建立典型模型的用户对象归纳入一个集合［５］。 帮助

和提示：合格的软件系统应当尽可能为使用对象提供

便利的帮助和解决处理问题的提示，而不是仅仅对使

用对象的各种操作和请求给予准确迅速的相应。
１．２．２　 系统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分析

口试训练系统要有小于 １ 秒的相应时间，要能

实现全天候、无故障、不间断地运行，支持用户、服务

器每日上万次的访问量。 具体来说，训练系统所需

满足的可操作性需求主要有：口试训练系统操作界

面要友好实用、直观易懂，做到既满足需求又设计精

美。 口试训练系统要具备提示引导功能，是操作对

象不用特别学习就可以熟悉掌握系统的使用方法。
口试训练系统要尽可能简化使用对象进行操作的步

骤数量，使使用者可以用相对较少的操作步骤达到

较多的功能实现［６］。 这就要求开发者在实现执行

操作请求的方式方法上要做到简便快捷、易学易用，
尽可能多的为使用者提供实现功能的快捷通道。

训练系统的稳定性是必须始终予以高度重视

的。 软件系统的高稳定性可以使用户对象不用花费

太多的精力就可熟练掌握该系统的操作使用方法，
还可以使系统能持续稳定地发挥功能，为自身赢得

高肯定和高评价。 具体有以下两点：一是信息存储

和交换的稳定性：口试训练系统各使用端通过互联

网进行信息交换，为保证数据的安全，我们在信息传

递过程中采用了一些加密措施，以提高信息保密等

级，防止软件数据泄露。 软件系统信息的存储稳定

性也是关系到系统整体稳定性的重中之重，要始终

给予高度关注，在软件开发中运用有效办法确保核

心数据的存储安全［７］。 二是操作运行稳定性：我们

要选取性能优良的软件、硬件资源，通过反复大量的

检测找出影响系统稳定运行的隐患问题并及时排

除，使训练系统的稳定性得到极大跃升。
１．２．３　 系统安全性需求分析

口试训练系统安全性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具
体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我们要加强对口试训练系统

用户的身份识别和确认，全面完整地保存好系统运行

的记录。 我们要通过提高密钥设置难度完善身份识

别措施，进而更好地保障系统用户的安全。 这些都是

系统安全性的需求［８］。 二是引入防火墙技术对训练

系统进行防护。 防火墙技术可以有效隔断来自网络

的侵染和攻击，能有效的保护系统内各种信息数据的

安全，大大提升系统的安全性，是网络安全方面一种

非常有效的基本技术手段。 在各种软件系统开发中

被广泛采用［９］。 三是病毒库实时更新功能。 电脑病

毒一直处于不断更新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的口试

训练系统的病毒库必须具备实时更新的功能，随时筑

牢反病毒的堤坝［１０］。 四是信息数据备份功能。 在口

试训练系统开发中，对重要的、核心的、关键的信息数

据进行备份是一项必备功能。 这是防止软件系统瘫

痪或崩溃的最有效的手段［１１］。 我们在系统开发设计

中要是信息数据能按要求定期发送到相对安全位置

进行备份保存，并要提高存储地点的安全性。 五是安

全管理功能。 通过提升安全意识和建立切实可行的

安全管理制度来为系统安全提供另一重保证。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功能模块设计

系统主要由学生模块、教师模块、管理员模块组成。
学生模块包含三个功能：“修改考生信息”功

能、“限时考试”功能、“查询成绩”功能。
教师模块包含五个功能：“试题数据库”功能、

“抽组考卷”功能、“评阅考卷”功能、“成绩统计”功
能、“修改信息”功能。

管理员模块包含三个功能：“用户注册”功能、
“课程维护”功能、“考试测试”功能。

公共访问模块能够实现两个功能，“信息发布与

反馈”提供了一个所有注册用户留言与交流信息的场

所，“浏览帮助系统”详细说明网络口试训练系统的功

能、操作方法、扩展接口，特别是使用流程的说明［１］。
２．２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口试训练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数据库设计的精确全面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

运行和使用。 数据库设计过程中的一点微小的错误或

瑕疵，都会对系统功能的实现、系统日后的使用与维护

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

必须对数据库设计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反复测试，力
求万无一失［１２］。 具体要遵守的原则有：逻辑关系与实

体最好采取一一对应的方式，尽量不继续划分实体，必
须进一步细化的实体是，一定要比之前的实体结构简

单且易于处理；信息数据的属性最好不用太多，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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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结构合适就好，不宜过渡解析；不同属性的信息要

放置于不同的数据模型中，切勿混淆［１３］。
２．２．１　 口试训练数据库设计

首先根据实际的口试训练平台应用系统背景设

计概念结构 Ｅ－Ｒ 图（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实体 －联

系）（见图 １）。 口试训练平台系统中的实体具体包

括：学生实体、教师实体、训练实体、成绩实体。

　 　 Ｅ－Ｒ 图采用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法。 先进行局部

设计，再建立相互的逻辑关系，然后将各信息数据整

合形成生物化学口试训练平台的数据库模型。 本文

设计的系统数据库 Ｅ－Ｒ 图如图 １ 所示。 在此数据库

结构中，使用者可以方便地对数据进行增、删、修、查、
补等逻辑操作，可靠性高、使用效率高，能有效地消除

各种异常，并且是数据库数据量达到最小规模［１４］。

图 １　 系统数据库 Ｅ－Ｒ图

Ｆｉｇ． １　 Ｅ－Ｒ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２．２　 系统用户管理数据库设计

用户名（具备用户名和密码两种属性）；角色类

型（通过不同类型 ＩＤ 和名称区分的不同角色）；管理

权限（通过不同的权限 ＩＤ 和权限内容区分使用权

限）。 对上述元素进行相应的关系模型设计，其中类

型联系属于一对多联系。

３　 系统测试

３．１　 运行环境

口试训练系统采用的测试环境为：英特尔四核处

理器、４Ｇ 系统内存、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０３；客户端配

置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７， ＩＥ９．０。 Ｗｅｂ 服务器采用 Ｔｏｍｃａｔ，数
据库管理系统采用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８。
３．２　 软件测试

３．２．１　 软件性能测试

采用 Ｗｅｂ 压力测试软件对系统的性能进行测

试。 测试用时２０ ｓ，接收流量６７６ ２５０字节，连接次数

４３０ 次，测试频率为 １２ 次 ／秒，系统平均响应时间

６０ ｍｓ。
３．２．２　 软件功能测试

测试系统的功能否满足设计目标（见图 ２）。

图 ２　 系统功能模块图

Ｆｉｇ． 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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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测试结果

通过测试，我们发现该口试训练系统存在如下优

点：界面友好易用，系统功能全面，提示信息完备，系统

运行稳定，交互能力强大，使用简单方便［１５］。 同时在测

试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如下几处问题：（１）信息处理中

偶尔出现数据库访问错误；（２）个别图形显示出现错

误。 通过进一步检测，我们对口试训练系统中发现

的错误和缺陷进行了处理和完善，修改后的系统实

现了设计初衷，能够较好的完成口试训练评价任务。
　 　 本文所设计实现的生物化学口试训练平台系统

采用计算机软件系统并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更直

观更高效第对学生口试训练评价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和探索。 本文软件系统能够满足和实现当前对实验

口试训练系统的应用和管理需求，且本文系统为口

试训练提供了一种高效、稳定、便捷的方式，为高等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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