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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智慧平台研发出发点是

为艺术类专业校考招生单位和考点的考试工作人员及

考生提供一个方便、快捷、高效和现代化的信息工作平

台［1］，设计并实现一套完整统一、高效稳定、安全可靠、

考务数据准确，面向艺术类专业校考招生考试工作，基于

B/S和C/S架构的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管理信息系统［2］。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网络化管理，

真正实现考试招生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网络化、自

动化［3］，使其达到安全、稳定的要求。

结合甘肃省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的管理模式，利

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来实现艺术类专

业校考招生考试的网上报名、网上缴费、自动编排考

场、网上打印准考证、数据处理［4］、成绩公布、考试管理

等一系列功能。通过该系统的应用，提高甘肃省艺术

类专业校考招生考试的管理水平，节约艺术类考生专

业校考考试成本的支出，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使每年近3万名艺术类专业校考考生受益，便利

了近百家招生单位和三家考点单位的考务组织工作，

同时使省级教育考试院对该考试能实现全程、实时的

监控和管理［5］。

为考生报名考试提供便利，招考智慧平台网上报

名模块突破了固有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考生在规定

的时间段内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互联网登录平台［6］进

行报名，同时也扩大了考生获取招生信息的官方渠

道。考生通过网上报名，省去了排队等候的麻烦，避免

了现场报名出现拥挤、踩踏等事件的发生，为考生节省

时间及经费成本［7］，提供极大的便利，项目建设完成后

每年将为全省考生节省5 000余万元的衣、食、住、行等

的考试费用。

节省招生单位和考点组考成本，通过普通高校体

艺类招考智慧平台采集的数据［8］将更加完整、准确、及

时、全面、规范，为考点科学、高质量的安排考试［9］提供

了便利。考点可以根据报名人数、考试类型及考试科

目等提前安排好考场［10］，避免人为估算预计考生人数

基于互联网的校考智慧平台设计与开发

袁小鹏 1，宋厚彬 2 ,3

（1.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甘肃 兰州 730030 ；2.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3. 甘肃省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针对目前普通高校艺术类校考过程中存在考点和招生单位时间紧、任务重的矛盾，面对考生报名环节复杂、现场报

名缴费存在风险不可控等问题，通过Browser/Server（简称B/S）与Client/Server（简称C/S）技术开发了基于互联网的艺术类专

业校考智慧平台，将考生报考流程、招生单位考务管理及考点的考务管理工作全部在网上完成。考生网上报名、网上缴费、

网上确认、在线打印准考证，招考院校及时便捷地发布招考信息，考点单位及时发布考务安排等。该智慧平台在甘肃省教

育考试院指导下，严格规范普通高校艺术类校考的报名、考务组织、考试流程，并进一步提高了甘肃省教育信息化水平。

关键词：艺术类专业校考；智慧平台；网上报名；网上缴费；考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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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或准备不充分，项目建设完成后将

为考点节省近300万元/a的考试经费。

1 平台需求分析

1.1 平台功能需求分析

艺术类专业校考智慧平台的基本功能包含招生简

章和通知公告查询功能、管理员权限、院校管理功能、

考点信息管理功能、考生管理功能。其中管理员权限

主要分为：考生管理、院校管理、考点管理、系统管理。

考生管理包括：考生信息导入、考生信息管理、考生联

系方式管理、考生志愿管理、补打准考证。院校管理包

括：院校信息管理、校考申请审核、招生简章管理、校考

专业查看、招生专业报考人数统计、校考成绩上报管

理。考点管理主要包含：考点信息管理、考试日程安排

管理、考场管理、考场安排管理、考生考场分配管理、下

载考场数据。系统管理包括：系统初始化、系统设置、

缴费记录查看、通知公告管理、招生科类管理、用户管

理、日志管理。通过上述的功能需求设计艺术类校考

智慧平台，可在一定程度上简化考生报考、考试管理等

步骤，提高考试组织效率。

1.2 系统安全需求分析

本系统涉及大量的考生隐私数据，所以在设计系

统的时候需要保证考生隐私数据的安全性。为了保证

艺术类校考智慧平台能够高效、可靠、安全地运行，平

台设计中要考虑安全策略，保护报考过程中的脆弱环

节，制定平台的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

面：采取加强招考平台的安全制度管理，对于集中报考

时间段采用多服务器并发策略，保证招考平台的稳定

性，对招考平台中的安全漏洞进行检测和修复，安装必

要的访问控制工具，以此类方式来保证平台的安全性；

在保证数据安全方面，主要通过采用数据安全存取控

制、数据保护、数据隔离等方式保障数据安全；通过角

色分配方式确定用户权限，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模型（RBAC）等方式管理用户权限。

2 平台总体设计

艺术类校考智慧平台总的技术路线是采用B/S和
C/S相结合的架构，系统采用 JAVA、Delphi技术架构为

基础，通过三层结构的设计实现各业务应用。本平台

系统采用分层结构设计，为系统的各功能实现提供统

一支持，规范了设计思路。

B/S和 C/S架构各有优缺点，两者结合，具有互补

性。B/S模式针对不确定人群访问，通过浏览器快速访

问，通过中间层分隔用户应用和数据逻辑，通过专用的

数据接口确保数据安全，避免了应用或流程变更，底层

的设计及逻辑随着变更，减少了开发的工作量。C/S模
式，便利了大数据量的数据访问，特别是安排考场后，

考生的照片数据量非常庞大，考场安排表及桌贴等考

务必须的文件无法通过浏览器的方式上传下载，打印

或保存。通过C/S模式，便利数据上传下载，提高安全

性和工作效率。

2.1 平台功能设计

招考智慧平台使用数据层、应用服务层和客户端

的三层体系来构建。其职责划分如下：

数据层：负责与数据源的交互，即数据的插入、删

除、修改以及从数据库中读出数据等操作。对数据的

正确性和有效性不检查，对数据的用途不需掌握，不负

担任何业务逻辑；

应用服务层：负责系统业务的处理，负责逻辑数据

的生成、处理及转换。对流入的逻辑数据的正确性及

有效性检查校验，对流出的逻辑性数据及用户性数据

不检查，对数据的呈现样式不做要求；

客户端：负责接收用户的输入，将输出呈现给用户

以及对访问安全性进行验证。对流入数据的正确性和

有效性负责，对呈现样式负责，对流出的数据正确性不

检查和校验，但负责在数据不正确时给出相应的异常

信息。

从逻辑上分为以下模块：

实体类模块（Entity）：实体类的集合，负责整个系

统中数据的封装及传递；

数据访问层接口（IDAL）：数据访问接口的集合，表

示数据访问层的接口；

业务逻辑层接口（IBLL）：业务逻辑接口的集合，表

示业务逻辑层的接口；

数据访问层模块（OracleDAL）：数据访问类的集合，

完成数据访问层的具体功能，实现数据访问层接口；

业务逻辑层模块（JKCFlowEngine）：类的集合，完

成业务逻辑层的具体功能，实现业务逻辑层接口；

表示层模块（Web、Client）：程序及可视元素的集

合，负责完成表示层的具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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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集管理模块（Factory）：负责加载相关程序集。

辅助类模块（Utility）：完成全局辅助性功能。

考场安排部分采用C/S模式，从服务器后台直接下

载数据，按照标准模板导入考场安排系统，进行相应的

考场安排，安排完考场后将考场安排结果再次上传系

统，供考生下载准考证使用；考务组织各项工作需要的

考场门贴及考生座次表、考生座签等，直接通过系统打

印报表。

该系统的具体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会话管理 元数据采集

Delphi JAVA程序集

业务逻辑层 基础逻辑层

参数解析 元数据建库

管理系统

元数据查询

…

身份认证

REST服务

数据库访问接口

数据访问层 数据存储层

应用逻辑层 数据库

应用层执行架构 nginx+tomcat 服务器
数据层执行架构

数据库服务器 文件服务器

DB业务数据
数据库访问

ADD Firedac

文件存储
文件访问

接口

文件访问

客户端构架

控制层

JAVA

客户端 浏览器

Http的POST GET请求

（JSON对象）

Delphi JAVA
技术
实现

客户UI
系统
架构

图1 系统结构

智慧平台主要分为三个模块：考生注册模块、考生

登录模块、管理员模块。

（1）考生注册模块

考生需要填写考生号、考生姓名、身份证号、密码

设置、手机号及随机验证码等进行注册。一个手机号

只能注册一个账号，不能重复注册。

（2）考生登录模块

登录模块主要是考生的用户名、密码及手机验证

码的登录。登陆后会出现仪表板、校考日程、填报志

愿、缴费、打印准考证、成绩查询等模块。仪表板模块

包括信息确认、联系信息、考试日程、已报志愿、未缴费

志愿、准考证信息查看、相关通知公告等；校考日程主

要是校考招生单位在兰州的考试时间和地点安排；填

报志愿模块主要是考生选择的报考专业和考试科目；

缴费模块主要是考生查看自己的信息无误后，在规定

的时间内支付报名费；打印准考证模块是考生在考前

两天再次登录本系统平台，自行打印自己的准考证；成

绩查询模块是考生在成绩公布后，登录本系统平台查

阅自己在各招生单位的校考成绩。还有其他一些模块，

例如考生须知、招生简章等，各考点提前将考生须知、考

生承诺书、招生简章等相关内容提前录入数据库，供考

生查阅及电子签字等。考生登录模块如图2所示。

考生登录

仪表板

填报志愿

缴费

校考日程

打印准考证

成绩查询

图2 考生登录模块

（3）管理员模块

管理员模块主要包括考生管理、院校管理、考点管

理及系统管理。考生管理包括考生信息导入、信息管

理、联系方式管理、准考证补打印等；院校管理主要包

括全国院校信息管理、校考申请考核、招生简章管理、

校考专业查看、报考人数统计、成绩上报管理、成绩查

询等功能；考点管理主要包括考场安排、考场管理、考

试日程管理、考场分配、考场数据下载等功能；系统管

理包括系统初始化、系统设置、缴费记录查看、通知公

告管理、招生科类管理、用户管理及日志管理等功能。

管理员模块如图3所示。

管理员模
块

考生管理

院校管理

考点管理

系统管理

图3 管理员模块

平台系统在开发过程中，严格将软件工程理论应

用于系统开发全过程。开发人员先写单元代码并测

试，然后再通过不断的迭代重构让单元代码测试通过，

来实现相应的功能。优势是强迫开发人员清楚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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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需求，需求不只是业务，是将本来的业务理解之

后，转化为通过计算机可以实现的一些功能定义。结

合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校考考务管理业

务流程，应用 Java框架、前端开发技术。由Action层处

理UI层的动作请求，将Request中的数据组装后传递给

BusinessService，BS层做简单的逻辑处理后，调用数据

访问对象进行数据处理，其中VO充当了数据传输对象

的作用。

2.2 软件运行环境及运行过程

平台的硬件环境：处理器 Intel（R）Xeon（R）CPU
E5-2650 v2 @2.60GHZ，安装内存 16GB，操作系统为

windows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 64位操作系统，支持

软件为eclipse。
3 平台部署预期效果

（1）提升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网络化、信息化及管

理水平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的处理和传递

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带

来了方便和快捷，网络化、信息化和以人为本是未来

信息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未来考试招生管理工作发

展的重要方向。艺术类专业校考招考通过此项目的

实施，探索网上报名系统和管理系统研究、积累设计

经验，提升甘肃省教育考试的网络化、信息化及管理

水平。

（2）提高甘肃省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工作效率和

服务水平

通过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招考智慧平台，改

变传统的现场报名模式，简化报名程序，提高考试工作

的效率，数据处理实现自动化，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

强度，使管理人员可以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管理系统能够为考生与考试部门沟通提供更加便利的

条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网上报名模块规范了报名流程，减少了学生

报名时间，减少了人为操作出现的数据错误，极大提高

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工作的效率。

（3）通过此项目的实施，培养造就一批学术水平

高、梯队搭配合理、科研方向稳定的学术与管理队伍

充分利用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兰州理工大学、西北

师范大学的管理、教学、科研平台，开创甘肃省教育考

试院通过科技立项建设“大考务”管理平台的新局面，

为甘肃省深化考试招生体制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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