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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很多高校的课程教学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即把绝大部分课时用于理论教学，而只有极少数课时用于实

践练习，这样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能够被充分的锻炼。在教学

过程中，因为课程内容多、学习难度大，同时受到课时限制，

一方面，现行课程教授往往只能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

在这种教学环境中，学生通常在课上不能很好的理解与吸收

老师所讲授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有些学生由于课程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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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没有及时对课上内容进行巩固复习，也没有对将要讲授

的内容进行预习，这些学生再次上课时就无法跟上老师的进

度，再复习时也想不起老师课上是如何讲授，周而复始学生

就会对所学课程失去学习兴趣，进而放弃该课程的学习，最

终影响到后续更多课程的学习。另一方面，教学不能很好地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许多需要大量实践的课程却拥有非常

有限的实践课时量，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差，与社会需求

的人才相脱节，就业受阻。

近年来，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已然成为教育界的热门关键词，并

受到了各大高校的广泛关注。慕课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互

联网平台将传统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活动转移到物联网平台，

让更多的学习者在这个虚拟的教室里自由的学习。[1-2] 高校教

学中引入慕课教学方法：课前，学生通过观看慕课系统中相

关课程视频，提前学习理论知识；课堂之上，教师将不再占

用上课时间来讲授理论知识，而是针对学生在观看视频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与讨论，并将视频中涉及到的理论知

识融入到实践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课后，学生一方面

可以再次观看教师上传的视频——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另

一方面完成与视频所授知识相关的习题——巩固理论知识，

从而完成教师布置的项目任务——提高实践能力。

2 系统设计

该系统为了满足高校学生的不同习惯需求，设计了面向

web 和 Android 两种客户端的慕课教学系统 [3]。该系统结构包

括服务器端结构及客户端结构。其中，服务器端主要负责数

据库的管理及向客户提供文件、数据库、web 及 Android 等服

务，客户端通过 web 浏览器或 Android 客户端 App 向服务器

端发起数据请求，服务器以 json 数据加 jquery 操作 dom 文档

的方式向用户发送数据。[4] 结合系统功能需求，该慕课教学

系统整体结构如图 1 所示。[5]

学生 教师 管理员

Android
智能手机

Android
智能手机

Android服务器 Web服务器 文件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服务器端

图 1 慕课教学系统整体结构

2.1 服务器端设计

服务器端主要负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负责对视频、

文件及数据库等数据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负责接收 web 浏览

器和 Android app 端发送过来的请求，并为 web 浏览器和 An-

droid app 端请求提供服务。

2.2 web 端设计

web 端设计了三个部分，分别为系统管理员、教师及学

生提供服务。该端用户通过对浏览器的操作向 web 服务器发

送请求。web 服务器首先在 controller 层调用 service 层的方法，

其次通过 Mybatis 的 mapper 来操作数据库，并将操作结果返

回到 service 层，接着返回到 controller 层，最后通过 Spring

的 Model 模型携带数据到客户的 JSP 页面。客户浏览器接收

到数据后，再将 EL 和 JSTL 结合起来将数据显示在浏览器中。

2.3 Android 端设计

Android 端设计了两个部分分别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服务，

Android 端首先将数据封装到 JSON 对象中，创建请求，并把

JSON 对象放到请求中，然后把请求放入 noHttp 队列中，最

后向服务端发送请求。服务端首先通过 @RequestBody 注解直

接把 android 端传递的 JSON 对象直接转化成 FastJson 框架的

JSON 对象，其次根据用户请求进行相应的处理，最后把处理

结果信息保存到 JSONArray 对象中发送给 Android 客户端。

Android 端通过 Java 反射原理，获取存储在 JSONArray 中的

信息并显示在界面中。

3 角色分配

为了满足系统各个方面的需求，该系统设置了管理员、

教师及学生三种角色。各个角色所拥有的权限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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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注册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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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角色分配

3.1 管理员角色

综合管理学生和教师的个人信息、课程信息、视频信息、

习题信息、课件信息、讨论信息及资讯信息。

3.2 教师角色

教师可以进行登录、注册、管理个人信息、发布并管理

视频、添加习题、分析成绩及参与讨论等操作。

3.3 学生角色

学生可以进行登录、注册、观看视频、浏览课件、下载

视频及课件、在线答题、查看习题答案及详解、参与讨论等

操作。

4 系统功能设计

4.1 注册功能

该系统包含教师和学生两类人员的注册，这两类人员均

可通过 web 浏览器端或 Android 客户端进行注册，注册过程

如图 3 所示。

图 3 用户注册流程图

4.1.1 web 端用户注册

教师终端用户和学生终端用户选择各自的身份进入注册

环节。注册时用户在界面中添加教师或学生的身份信息。系

统利用 input 框设置失去焦点事件触发 js 方法，一方面实现对

非空、二次密码、邮箱格式及验证码等内容的校验，另一方

面使用 Ajax 异步方式对用户名查重。如果用户所提交信息均

符合要求，注册信息将被存入到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否则，

系统给出提示信息，指导用户进行修改。

4.1.2 Android 端用户注册

教师终端用户和学生终端用户选择各自的身份进入注

册环节。用户添加身份信息并提交。如果身份信息均符合要

求，系统首先使用 noHttp 框架向服务端发送请求，然后采用

org.json 框架提供的方法将数据封装为 JSON 对象并发送至服

务器。服务器接收到数据后，首先调用 getList 获取 JSON 对

象的 key 和 value，其次由程序判断 key 的数据类型，并通过

Spring Security 提供的密码加密算法，对用户密码进行加密，

最后通过 SpringBoot 所管理的 JDBCTemplate 操作将用户信息

存入数据库；如果某些信息不符合要求，系统会给出相应的

提示信息。

4.2 登录功能

该系统绝大部分功能需要用户登录后才能使用。根据对

实际应用的需求分析，将该系统的角色分为管理员、教师和

学生三类。管理员角色只能通过 web 浏览器端登录，教师和

学生角色均可通过浏览器端或 Android 端进行登录。登录过程

如图 4 所示。

登录功能实现时，其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信息的交互方式

与注册是一致的，只是在密码对比时，需先将客户端发送过

来的密码通过 Spring Security 算法进行加密，然后再与数据库

中的密码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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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用户登录流程图

4.3 视频功能

视频文件凭借其自身兼具声音、图像，且拥有无法比拟

的知识容量的特点，日益成为宝贵的教学资源，在慕课教学

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6] 高校慕课教学过程中：课前，学

生通过观看视频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课上，学生与教师针

对视频中的难点进行讨论，并给学生布置任务将理论知识都

融入进去，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锻炼；课后，学生再次观

看视频巩固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4.3.1 上传视频

在 web 端已经登录的教师可上传任何类型的视频文件。

教师填写该视频的名称并选择该视频所属课程，其它属性如

课程时长、视频上传时间等信息在教师选定本地文件后由系

统自动识别。系统管理员会对教师提交的视频的合法性进行

判断，并将结果反馈给教师，上传视频过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视频上传流程图

4.3.2 播放视频

学生在 web 浏览器端和安卓端观看视频。web 端使用

html5 的 <video> 实现视频播放功能。Android 端使用 Vitamio

视频播放框架实现视频播放功能，可播放当前流行的各种格

式的视频。

4.3.3 下载视频

如教师或学生需要将视频文件保存到本地电脑或手机，

可点击下载功能进行下载。

4.4 习题功能

为帮助学生巩固并深入理解所学知识，该系统针对每个

视频设计一套习题。学生完成习题后会给出相应的得分，并

可以查看答案及详解。教师可以以文字或图表的形式查看学

生完成习题的情况，课上针对问题较多的知识点进行详细的

讲解。

4.4.1 上传习题

教师在 web 端完成习题、答案及详解的上传功能，该功

能是通过使用 jQuery 框架操作 HTML Dom 文档实现。

4.4.2 习题测试

学生可在 web 浏览器端和 Android 客户端进行测试，以

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对于 web 浏览器测试，服务器首先将习

题放入 list 集合并通过 model 模型将习题集合发送到 web 页

面，其次将答案放到数组中并存入到 session 中。学生完成习

题后，答案通过 form 表单提交到 controller，与 controller 中

取出 session 中存储的答案进行比对，统计分数并将结果反馈

给 web 浏览器端。 Android 端结合使用 jQuery Mobile 移动端

布局 框架、WebView 组件、jQuery dom、Java Script Ajax 异

步请求等技术，实现习题测试、判卷、成绩显示和存储等功能。

4.5 课件功能

为了让学生更加清晰的了解理论知识的组织结构，教师

通过 web 浏览器端上传课件，学生可通过 web 端和 Android

端浏览或下载针对某一视频的多媒体课件资源。Android 端结

合采用 tbs 腾讯浏览服务框架和 okhttp网络请求框架完成课件

的浏览及下载功能。

4.6 讨论功能

学生观看视频之后，可以在 web 浏览器或 Android 客户

端与授课教师或其他学生针对某一视频中的知识点展开讨论。

通过该讨论区，方便了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使学生的疑惑得

以及时的解答，不会影响后续内容的学习。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2i2.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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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性能

慕课系统服务于众多高校的学生和教师，因而对系统的

开发性和安全性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

5.1 系统并发性

高校拥有大量的学生及教师用户，因而服务器的访问量

会十分庞大，普通的服务端架构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访问量，

为了使服务器能够满足尽可能大的访问量，系统一方面采取

在客户端对数据进行缓存的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在服务端搭

建基于 nginx 集群，将前台的访问请求转发到不同的后台服务

器进行数据处理的方式，实现各个节点的负载均衡。

5.2 系统安全性

在保证大量用户正常访问系统的前提下，系统的数据量

也会增大，如此庞大的数据量的安全问题也应该得到保障。

该系统在设计方面选择了优于其它加密算法的 springSecurity

算法对用户信息进行加密，极大的提升了用户信息的安全性。

6 结语

该系统的应用，使得高校学生在上课之前就可以通过老

师在慕课系统上传的视频和教学课件提前完成理论知识的学

习，并对重点内容进行笔记记录；对不理解的内容可以在观

看视频后在讨论区留言进行讨论，或者在课上与老师及其他

同学进行讨论；课后学生可以通过系统中的习题巩固所学知

识。在高校的计算机语言的教学中，通过将传统教学与慕课

教学方式的结合应用，显著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效果、

实践能力及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也实现了高校教学资

源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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