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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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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面向对象的快速原型法和原型渐进法 使用 Powerbuilder6. 0 等快速生成原型的

软件工具开发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管理系统 (MCT) O 系统设计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

维护性 采用开放的推广应用方式 建立 MCT网站供软件新版本下载 提供针对性的技术

保障服务 O MCT系统已在广西 42 所学校和教育厅高教处使用 5 年 使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

考试考务管理全面实现计算机化 提高了考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O
关键词 管理系统 计算机等级考试 原型渐进法 Windows应用程序

中图法分类号 TP 311. 138

Abstract Management System of Computer Classif ication Test for Guangxi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MCT) which is based on Windows 95/98 platform is devel-
oped using Powerbuilder6. 0 and object-oriented technigues and prototype evolu-
tion method. That system has well expansibility and maintainability with spread-
ing of MCT in open way and provides pertinence technigue supports and new ver-
sions which could be downloaded from the web site. MCT has been used in 42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for 5
years and went through the trials of real examination process. I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CT are successful.
Key !Ords management system computer classif ication test prototype evolution
method windows application

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 1995 年开考 共考 9 个考试科目"每年考试 2 次 考生约 2 万

人 涉及广西 42 所高校#中专及一批社会考生 O 手工式的管理非常繁杂 无法适应考试的需

要 O 因此 1996 年 6 月 我们开发出基于 D$S平台的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管理系统 (Man-
ager of Computer Degree Test for Guangxi Universities MCT) 1. 0 版 并投入实际使用 O 1999
年 计 算 机 升 级 到 Windows 95/98 平 台 后 我 们 开 发 出 基 于 Windows 95/98 平 台 的 升 级 版

MCT2. 0 取代前一个版本投入实际考试使用 O



1    系统总体结构和工作流程

1. 1    系统的功能

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的特点: 考试共分一 二 三级9 一级考试分为上机考试和笔

试两个阶段9 通过了上机考试才能参加笔试9 二级 三级考试只考笔试9 上机考试在各个高

校组织评分9 笔试由自治区教委组织评分9 笔试卷的主观题由人工阅卷9 客观题由机器阅卷9
分数分别由键盘和磁盘输入9 是否通过等级考试由参加笔试的考生的分数决定 G 通过考试的

考生名单由自治区教育厅返回各个高校9 并颁发相应等级的证书 G 因此9 MCT 应具备如下功

能: C 1D 接收一 二 三级考生基本信息9 建立考生信息基本库9 C Z D 完成一级机试考生的

准考证编排 考场编排 机试成绩输入 生成一级笔试考生名单等工作9 C B D 完成一 二 三

级笔试的考生的准考证编排 考场编排9 上报参加一 二 三级笔试的考生名单9 C A D 将各学

校的考生名单汇总9 生成笔试考生信息库9 C 5D 输入笔试考生的客观题和主观题成绩9 合并

得到总成绩9 生成笔试考生成绩库9 C 6D 生成通过考试的考生名单9 打印高校计算机等级考

试证书9 将考生成绩按学校分解9 返回各学校9 C 7D 进行各高校和全自治区考生的各项统计

工作9 生成统计图表 G
1. 2    系统总体结构

根据考试的规定和要求9 将 MCT 整个系统

分为: 校级管理部分和自治区级管理部分9 分别

由各高校和自治区教育厅使用9 通过磁盘或因特

网交换数据 G 校级管理部分处理本校的机试全过

程9 并负责处理笔试考前和考后的考务管理各项

工作 G 区级管理部分处理接收 合并各高校上报

报名信息和有关数据 接收主观题成绩和和客观

题成绩9 生成总成绩9 返回考生成绩和通过考试

的考生名单给各学校9 进行全自治区的有关报表

统计和打印等工作 G
校级管理部分共分为 8 个模块: 数据维护 数

据查询 准考证编排 数据交换 打印 统计图

表 系统维护 帮助等9 见图 1G

图 1 校级管理部分的模块划分

图 Z 区级管理部分的模块划分

区级管理部分共分为 6 个模块: 数据维护 数据查询 数据交换 打印 统计图表 系

统维护等9 见图 Z G
1. 3    系统工作流程

MCT 系统的工作是从各个高校的校级管理部分开始的 G 首先由各个高校输入一级 二级 
三级考生报名信息 G 接着编排打印一级机试考生准考证 编排机试考场 按考场打印考生名

单及座位标签 G 机试完毕9 输入机试考生成绩9 生成一级笔试考生名单 G 随后9 按学校生成一

级 二级 三级笔试考生名册9 生成上报磁盘9 并编排打印笔试考生准考证 编排笔试考场 
按考场打印考生名单及座位标签 G 至此笔试考前工作完毕 G

MCT 系统的区级管理部分将各个高校上报的考生名单合并9 生成全区考生信息库 G 笔试

的阅卷和考生成绩输入工作集中由教育厅管理 G 机器阅卷成绩由磁盘输入9 人工阅卷成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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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输入 合并  个成绩就可得到考生的总成绩 生成考生成绩库 随后按高校生成考生成

绩 并通过磁盘或因特网返回各高校 区级管理部分打印全区考试统计图表 打印通过考试

的考生的等级考试证书 备份数据等 
各个高校接到本校的考生笔试成绩数据后 进行考后统计打印工作 主要有打印各系的

考生成绩和通过考试的考生名单 生成并打印按系或按年级的统计图表 备份数据等 
以  个学校为例 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  所示 

    系统的开发方法和技术特点

      系统的开发方法

根据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不断更新的特点    系统采用快速原型法和原型渐进法进行

图     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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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G 其特点是渐进积累9 不抛弃原有的成果 G 其步骤是根据教育厅提出的基本需求9 确定

系统的基本功能和数据库结构9 使用快速原型法研制初步的原型系统; 将初步原型提交教育

厅9 进行交流讨论9 进一步明确需求; 将不满意的原型抛弃9 而在比较满意的原型的基础上9
进一步讨论完善修改原型的更具体的意见 G 至此9 系统的功能和模块结构基本确定 G

在选定的原型的基础上9 开发能在考试中实际使用的系统9 此时将功能满足考务管理的

需要 \ 工作可靠放在首位 G 将测试完成的系统交给各高校和教育厅使用 G 听取用户的意见后9
不抛弃原系统9 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G 一般只做局部的改动9 比如人机界面 \ 操

作方法 \ 菜单及提示等 G 根据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新要求9 也可能做一些局部功能的修改 G 例

如增加或改变考试科目9 改变准考证的编号方法等 G 如此反复多次 G
选用雅奇 6. 0 和 PoWerBuilder6. 0 为开发工具9 分别用于 DOS 平台和 WindoWS 平台的开

发 G 采用面向对象方法9 使系统有较好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G 建立 MCT 网站9 及时与各高

校沟通9 让各高校通过网站就可以下载 MCT 的新版本9 发布最新消息9 并可以及时反映使用

情况 \ 意见和建议 G 我们课题组的设计人员除精通计算机专业知识外9 还要熟悉广西高校计

算机等级考试规定 G 这些措施确保了原型渐进开发方法的成功实现 G
2. 2 MCT 系统的技术特点

MCT 系统具有如下技术特点 , 实现多台机器录入9 较好地解决考试录入工作量大 \ 时间

短的瓶颈问题; 实现教育厅与各高校之间的松散分布式处理; 采用两级管理权限9 信息安全

措施满足考务管理的需要; 使用 InStallShield 制作商业化的安装向导9 使用户的安装和卸载方

便安全; 建立 MCT 网站发布新版本9 进行技术支持服务9 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G

3 MCT 系统的推广应用和技术服务

应用软件要得到有效的应用9 发挥其应有的效益9 一要有广大的用户群; 二要有较长的

生命期 G 因此9 软件必须是开放的 \ 共享的9 而不是封闭的 \ 独占的9 同时能够不断更新9 提

供有保障的 \ 针对性的技术服务 G
3. 1 开放的推广应用方式

MCT 系统的推广使用采用开放方式9 只要是参加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的学校9 都可

以免费得到该软件 G 1999 年后9 建立了 MCT 网站9 任何学校都可以免费下载 MCT 的最新版

本 G 随着一些中专 \ 部队院校和民办大学的加入9 MCT 的用户单位由最初 35 所学校增加到

42 所 G 至今9 MCT 系统在全区高校和中专以及教育厅高教处投入使用已经 5 年9 使广西高校

等级考试考务管理全面实现计算机化9 极大地提高了考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G
3. 2 及时的软件升级完善

MCT 系统以软件产品引导用户9 当广西高校业务部门的计算机大部分在使用 DOS 平台

时9 基于 DOS 平台的 MCT 系统就使用了图形窗口界面9 鼠标操作 G 当高校的计算机升级到

WindoWS95/98 平台后9 我们又及时开发出基于 WindoWS95/98 的 MCT 系统 G 当因特网逐步

普及后9 我们又开发推出高校与教育厅可以通过因特网交换数据的新版本 G
3. 3 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保障

MCT 系统用户都是高校教务处的工作人员9 多数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9 计算机应用水平

参差不齐 G 针对这些特点9 我们首先在 MCT 推出时进行用户培训9 介绍软件的特点和安装 \
使用方法9 针对性地解决部分用户的特殊问题 G 在考试期间和新发布软件时9 建立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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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9 随时解答用户的问题, 考虑到广西高校有些分布在边远地区9 联系不方便9 1999 年后9
我们利用 MCT 网站9 让用户下载软件的最新版本和一些常用的软件工具 (例如压缩和解压软

件 ~ 杀病毒软件等D 9 发布最新消息9 了解用户的反馈意见和问题, 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在

修改过的软件中9 用户使用时得心应手9 认同 MCT 系统,

4 结语

在 MCT 系统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中9 我们采用面向对象的原型渐进开发方法9 不断更新完

善系统9 保持了 MCT 的强大生命力, 由于采取开放共享式的推广方式9 提供有针对性的 ~ 及

时的技术服务保障9 使 MCT 系统在全区高校得到有效的应用9 极大地提高了考务工作的准确

性和时效性9 使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考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9 从

技术上保证了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的顺利进行9 为推动广西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育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9 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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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制服管理等, 其中区食检所内部事务管理包括固定资产设备登记9 人员基本情况9 各室

工作任务9 各室人员组成与职责等9 使领导对本所情况一目了然9 提高工作调度效益9 同时

便于对外介绍本所情况, 文档管理与食品卫生标准法规管理实现集中管理 ~ 分散检索 ~ 查询

服务功能, 全区监督制服管理模块准确快速9 有利于减轻后勤人员的劳动,
3. 4 全区食品卫生信息管理子系统

设计计算 ~ 打印 ~ 查询 3 个独立的模块, 将各地市卫生防疫站网上传来的 5 张食品卫生

报表数据由 dBASE 转为 Access9 按区地市和各种分类进行统计计算9 打印报表和各种分析表

供领导决策及定期统计通报9 数据查询等,

4 小结

本系统模拟了区食检所业务手工流程系统和无纸化办公的特点9 以 Windows NT Server
为后端服务器 ~ Windows 为前端客户机9 以 Access 为应用系统开发工具9 建立广西区食检所

微机局域网系统9 实现了区食检所监督管理 ~ 监测管理 ~ 后勤业务管理和全区食品卫生信息

管理的分布式管理模式9 初步提高了广西省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办公效率,
致谢

广西区卫生防疫站许艳云 ~ 黄蓉 ~ 岑明阳 ~ 刘仲霞 ~ 林静 ~ 马武 ~ 陈发钦 ~ 杨积军 ~ 王

莹 ~ 林霞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9 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邓大玉D

902第 4 期9增刊 林士敏等: 广西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