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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网上选课系统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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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学分制实施了四年"也就是一个完整学分制教学管理过程基础上"针对网上选课过程中"大量学生同一时间竞争有限

教学资源"造成选课系统负荷急剧增加"选课网度大幅度下降问题"提出在选课内容完整的前提下"数据库结构和功能配置的

优化设计方法"从而有效避免了选课激烈竞争下网速大幅度下降"保证了选课的正常进行#
关键词!学分制 网上选课 优化设计

!! 在学分制网上选课过程中的最大问题%简称#选课速度

问题&是!大量学生在选课之初几乎同时竞争教学资源%主要

包括#上课课程和教师&!造成网上选课系统服务的用户量剧

增!网速变得很慢" 选课速度问题目前在国内实行学分制的

高校中普遍存在" 在保证选课内容完整和服务器硬件一定

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涉及网上选课系统的软件系统

结构$服务器操作系统$VVV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选课数

据库结构和选课功能配置等六方面的选择和优化!本文在前

四个方面的优化确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

优化设计!有效解决了选课速度问题"

.!网上选课过程及其功能

为满足学生对网上选课的需要!选课主要包括#初次选

课$确定性选课和补充选课三个过程" 初次选课发生在选课

学期之前的那个学期末!确定性选课发生在选课学期之初!

两者结合满足正常选课学生的需求" 补充选课不定期地发

生在选课学期之中!它主要针对专接本或学籍异动等非正常

选课学生"

.0.初次选课

初次选课针对全体正常选课学生!分为选课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 选课第一阶段是网上选课的重要阶段!也是起始

阶段!选课速度问题就发生在此阶段" 在其开始前!全部学

生必须确认自己的选课用户信息!熟悉选课须知!学校教务

根据教学计划自动分配给每位学生一份默认课表!学生可以

按照默认课表学习!而不去网上选课)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

习安排!在默认课表的基础上!通过上网选课调整课表"

选课第一阶段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完成!学生在这段时

间内!重复使用其各部分功能#第一!查询选课学期的课程安

排!包括上课课程$教师$时间$地点$课程容量$课程简介$教

师简介)第二!选择课程$教师$时间$地点!判断同一课程冲

突和时间冲突)第三!删除课程!在课程容量允许的条件下!

添加新课程)第四!计算重修课程!学生选择课程优先级"

选课第二阶段的功能#第一!删除选课学生很少的课程

和教师)第二!让被删除了课程的学生以及希望调整自己课

表的学生如同选课第一阶段那样重新选课!只是不能删除已

经选成功的课程"

.0" 确定性选课

确定性选课在选课学期学生上课一段时间后进行" 学

生听了一段时间课!确定课表有问题!例如#听不懂某个教师

上的某门课!就可以通过确定性选课过程加以调整!另外!在

初次选课中有问题的学生!也可以通过确定性选课过程调整

课表!所以!确定性选课仅仅针对那些课表有问题的学生!而

并非全体选课学生" 确定性选课只有一个选课阶段!其功能

与初次选课的选课第一阶段相同"

.0# 补充选课

当有一定数量的转接本或学籍异动学生时!启动补充选

课!这些学生通过补充选课调整自己的课表" 补充选课是一

种临时选课过程!可以根据需要在一个学期的任何时间实

施!它的功能与初次选课的选课第一阶段相同"

"!网上选课功能的优化配置

造成选课速度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网上客户端一次交给

数据库服务器处理的任务量较大!且几乎同时要求数据库服

务器处理该任务的用户量也很大!所以!首先在选课之前自

动分配给每位选课学生一个默认课表!如果学生对它满意!

可以不参加网上选课!减轻网上选课系统负荷!初步缓解选

课速度问题!其次优化配置内容.0.中四部分功能!其原则

是!第一!依选课中使用各部分功能的顺序!初步分解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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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置在不同的时间使用它们)第二!将被初步分解的各部

分功能!详细分解成若干尽可能简单的子功能!配置它们在

不同的时间执行!且执行时间最短)第三!尽可能在客户端完

成功能!减少对数据库的操作" 按照第一条原则!内容.0.中

四部分功能被分解为!查询教学资源功能$用户选择判断功

能$提交课表功能$按优先级判断学生选课成功功能和计算

重修课程功能等五项功能!这些功能按选课使用顺序被分别

配置在不同的时间执行" 按第二$三条原则它们进一步被优

化如下#

"0.教学资源功能的优化配置

教学资源功能包括查询选课学期全部课程$教师$时间$

地点$课程剩余容量$课程简介$教师简介和学生课表!它是

学生选课的前提" 我们详细将其分解为!功能一!查询选课

学期全部课程和教师)功能二!查询某一教师讲的某一门课

程的时间$地点和课程剩余容量)功能三!查询某一教师讲的

某一门课程的课程简介和教师简介)功能四!查询该选课学

生课表" 这些子功能分别对应各自的数据库操作和显示网

页!发生在不同的操作时间段"

考虑到功能一的结果集较大!它的全部查询信息%例如#

上课课程名和教师名&应包含在一个数据表中!以加快查询

速度" 功能二利用功能一提供的信息!查询某一教师所讲某

一门课程的时间$地点和课程剩余容量!避免了一次查询全

部教师所讲课程的时间$地点和课程剩余容量!查询时间过

长" 功能三与功能二相同!它利用功能一提供的某一教师编

号和某一课程编号!查询教师主键表和课程主键表!迅速得

到某一教师和某一课程简介" 功能四要求用该选课学生学

号查询本人所选全部课程以及相关的信息" 根据功能一$

二$三和四的情况!必须为其设计主键!该主键指向某一教师

所讲的某一门课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索引和簇!将信息关

联起来组合查询!进一步优化教学资源功能"

"0" 用户选择判断功能的优化

根据第三原则!让选课学生利用查询教学资源功能的结

果集!在客户端!选择课程$教师和时间!将其添加到课表!并

检查和排除课表中多门同一种课程的情况!限制同一上课时

间选择课程的门数" 选课学生不仅在客户端可以添加!还可

以删除课表中的课程!减少对数据库的操作!且将指向被选

择的某一教师所讲某一门课程的主键交给学生课表!为提交

课表功能创造条件"

"0# 提交课表功能的优化配置

客户端学生课表中每一位教师所讲的每一门课程均对

应一个唯一的主键!这些主键的提交属性分为添加$删除和

保持不变三种" 选课学生通过客户端的提交按钮!结合课表

中的主键及其提交属性对数据库分别进行添加和删除操作!

完成提交课表功能" 提交课表功能的优化配置在于客户端

从提交属性中区分出添加$删除和保持不变三种数据库操

作!避免了对数据库中保持不变部分的操作"

"0U 按优先级判断学生选课成功功能的优化配置

选课学生提交课表之后!选课管理员使用专用管理客户

端软件!根据课程容量和学生选课优先权信息!反复判断学

生选课是否成功" 选课成功分为不成功$待定$当前成功和

成功四个逐渐升高的等级!只有成功才表示该课程被选择成

功" 这些选课成功的等级与学生选课的优选权有关!某学生

对某门课程的优选权分为无优选权$毕业年级学生重修课程

优选权$优秀学生课程优选权$本专业课程优选权$默认课程

优选权等五个逐渐升高的等级" 鉴于按优先级判断学生选

课成功功能对数据库操作复杂!执行时间长!为优化配置!将

其放在相应选课阶段中学生极少上网选课的时间执行" 最

好一天一次!这样!学生第二天可以根据选课成功情况作进

一步选择"
"0W 计算重修课程功能的优化配置

由于要查遍学生在所有选课学期参加学习的全部课程!
才能确定学生在当前选课学期所选课程是否为重修课!所

以!计算重修课程功能的数据库操作复杂!执行时间长!不能

将其放在学生正在网上选课期间执行!而应由选课管理员专

用管理客户端软件!在一个选课过程结束后实施!以达到配

置优化计算重修课程功能的目的"

#!网上选课数据库结构的优化设计

建立选课数据库是为了完整地存储选课信息和提高访

问效率!而完整的选课信息存储与访问效率之间是矛盾的"

学校每个学期均要选课!各学期的选课数据累积起来信息

量庞大!如何既完整地存储它们!又保持高的访问效率!解

决选课速度问题- 我们的选课数据库结构优化设计方法

是#第一!结合选课信息分学年学期这个特点!把选课数据

库分为选课信息表群和学年学期信息表群两大部分!前者

为满足学生选课以及对选课速度的需求!只包含当前选课

学期的信息!信息量小!其表名中不包括学年学期!有利于

使用编译的数据库存储过程!充分提高访问效率)后者为长

期大量存储选课信息!在表名中加入学年学期!防止一个表

存储的数据量过大!影响数据库存储和访问的长期有效性"

第二!根据内容"0.中选课子功能定义表!子功能中数据处

理量大的内容尽可能集中在一个表中!提高访问效率" 第

三!通过组合多个关键字段建立主键$索引和簇!通过冗余

关键字段建立外键$索引和簇!索引和簇建立在主外键的基

础上!考虑到优化数据库访问效率!我们要为每一个主外键

建立索引和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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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选课信息表群结构的优化设计

选课信息表群建立在网上选课功能及其优化配置的基

础上!其中包括#教师上课基本信息表$上课课程信息表$学

生选课信息表$课程信息表$教师信息表$学生信息表和学生

选课优先权表等七个表!它们之间主外键关系如图.所示"
下面以对解决选课速度问题起关键作用的前三个表为例!说

明其结构优化过程"

图 .!选课信息表主外键关系图

%.& 教师上课基本信息表结构的优化设计" 教师上课基

本信息表%P;3D4@;A-:*76-&是选课的关键表!其字段主要包

括#主键%+4@;A-3,&$上课课程编号字段%F-+E-5K3,&$上课教

师编 号 字 段 %2-*+E-;3,&$ 课 程 名 %+4@;A-5*G-&$ 教 师 名

%2-*+E-;5*G-&$课 程 容 量 %+4@;A-+*?& 和 课 程 删 除 标 记

%,-66*7-6&" +4@;A-3,由 F-+E-5K3,$2-*+E-;3,和上课对象编

号三 者 组 成!唯 一 地 指 向 某 一 教 师 所 讲 的 某 一 门 课 程"
\-+E-5K3,和2-*+E-;3,是冗余关键字段!分别作为课程信息

表%D4@;A-(5):*76-&和教师信息表%:-*+E-;(5):*76-&的外键"
+4@;A-5*G-和2-*+E-;5*G-字段使得内容"0.中功能一仅

仅是对P;3D4@;A-:*76-一个表的查询!其查询的存储过程关

键NO8语言为#
N-6-+2+4@;A-3,!+4@;A-5*G-!2-*+E-;5*G-);4GP;3D4@;<

A-:*76-4;,-;7Q+4@;A-5*G-!2-*+E-;5*G-!否则将组合查

询三个表!其NO8语言为#
N-6-+2,3A235+2+4@;A-3,!+4@;A-5*G-!2-*+E-;5*G-);4G

P;3D4@;A-:*76-*A?.! D4@;A-(5):*76-*A?"! :-*+E-;(5):*76-
*A?#TE-;-?.0F-+E-5K3,M?"0F-+E-5K3,*5,?.02-*+E<
-;3,M?#02-*+E-;3,4;,-;7Q+4@;A-5*G-!2-*+E-;5*G-!如

此!通过将数据处理量大的内容尽可能集中在一个表中!提

高了访问效率"
%"& 上课课程信息表和学生选课信息表结构的优化设

计" 上课课程信息表%D4@;A-:*76-&和学生选课信息表%N-6<
+4@;A-:*76-& 是 选

课 的 外 键 表!
D4@;A-:*76-主要包

括外键%+4@;A-3,&$
上 课 时 间 %+4@;A-<
23G- &$ 地 点

%+4@;A-*,,&$ 上 课

周 数

% +4@;A-T--FA& 和

地 点 容 量! 某 一

+4@;A-3,对 应 的 若

干地点中最小地点

容 量 就 是 +4@;A-<
+*?" N-6+4@;<
A-:*76-主要包括外

键%+4@;A-3,&$外键

%A2@,-523,&$ 外 键

% A-6+4@;A-3, M
F-+E-5K3, S A2@<
,-523,&$ 选 课 成 功

标志%3A@++--,&$重

修标志%7;-?-*2&$重修缴费标志%72466&$成绩%3A+4;-&和选

课时间%A-623G-&" A2@,-523,是学生信息表的外键!A-6+4@;<
A-3,是学生选课优先权表的外键!还是学籍管理中学生毕业

审核表的外键" 在学生网上选课客户端上!使用学生用户信

息的GQA2@,-523,!查询内容"0.中功能四的存储过程关键

NO8语言为#
A-6-+2?.0+4@;A-3,!3A@++--,!+4@;A-5*G-!2-*+E-;5*G-!

+4@;A-23G-!+4@;A-*,,! +4@;A-T--FA);4GP;3D4@;A-:*76-*A
?.! D4@;A-:*76-*A?"! N-6+4@;A-:*76-*A?#TE-;-?.0+4@;<
A-3,M?"0+4@;A-3,*5,?.0+4@;A-3,M?#0+4@;A-3,*5,A2@<
,-523,M 2GQA2@,-523,3 4;,-;7Q+4@;A-23G-!+4@;A-5*G-!
2-*+E-;5*G-!通 过 主 外 键 +4@;A-3,关 联 P;3D4@;A-:*76-!
D4@;A-:*76-! N-6+4@;A-:*76-三个表!实现高效的组合查询"
#0" 学年学期信息表群结构的优化设计

学年学期信息表群主要被用来完整存储选课信息!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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