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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 了一个管理型数据处理 系统
,

阐述了高等学校教学计划管理和排课程

序的原理
;
论述 了管理型数据处理 系统的设计原理

,

过程和方法
。

教学管理系统是一个管理型数据处理系统
,

大致包括
:

1
。

教学计划的管理
,

2
.

计算机排课程序 ,

3
.

学生学籍档案管理 ,

4
。

师资队伍建设管理等
。

一
、

设计过程和基本模型

建立一个管理系统的一般过程分为
: 调查分析管理对象 , 建立模型

;
详细设计 , 实施和

评价五个阶段
。

教学计 划管理和排课是作为教学管理的一部分而设计的
,

而排课的出发点则是为教学计

划服务的
。

首先
,

必须调查
、

研究并收集大量有关资料
,

从中抽取并推导出有价值有意义的

数据
,

将其分类转化为计算机处理的信息数据
。

这些数据主要是系
、

教研室
、

专业和课程名

称 (英文 )
,

教师姓 名 (拼音 )
,

并决定它们的编码规定
,

教学计划的整理乃至改革
。

这部分的基本模型是从教学计划出发
,

检索出各教研室的任务
,

返回教研室任务执行意

见
,

然后排课
,

见图 1 所示
。

程序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

l
。

原始数据输入编码
,

删改及打印程序 ;

2
.

教学计划输入
、

修改
,

打印程序
,

各教研室任务检索程序及教研室实施意见输 入 程

序 ,

3
.

排课表
,

打印课表
,

教师任课通知
,

教室分配状况表程序
;

4
。

调课 并打印调课通知程序
;

本文 1 8 8 4 年 4 月 1 2 日收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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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教学计划管理和排课 的基本模型

5
.

各种统计表打印程序
。

上述部分在 SJ R 一8 0 (仿 T R S一8 )0 微型计算机系统上实现
。

该系统 有 48 K B的 R A M
,

二

只单面单密度容量为 83 K B 的软磁 盘驱动器
,

一 台 80 列 针 式 打 字 机 和一个 字符显 示器

( C R T )
。

利用 磁 盘 B A S I C 语言 实现上述管理
。

本系统操作以问答方试进行
,

操作人 员 只

要稍懂些英文即可使用
,

专门规定极少
。

输出表格类似普通表格 (见附录 )
。

实施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程序的标准化
、

通用化
,

编写运行说明书
。

在使用中不断评价系统的优劣
,

维修甚至更改程序
,

是数据处理系统管理维护的经常性

工作
。

系统设计的初期即应注意系统的可维护性
,

以延长系统寿命
。

二
、

排课程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数据处理的目的是从大量的杂乱无章的难以理解的数据中抽取并推导出对于某些特定的

人们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数据
,

借以作为决策的依据
。

排课就是从教学计划
、

教室
、

教师
、

学

生和实验室等基本信息出发
,

合理地按排学校的教学工作
。

它具有一般数据处理的特点
,

即

大量的数据信息和极少量的数学计算
。

此外
,

排课还具有涉及面广
,

人为的变动因素多
,

数

据关系复杂等特点
,

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

l
。

抓住教学计划这一核心
,

排课程序的任务则是填写教学计划实施表
。

表 1 教 学 工 作 计 划 表

班 级 人 数

考试 /考查 周 学 时
:

起 始 周 结 束 周 教 研 室 种类

5 0 2

一一
一

号一2课一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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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 学 计 划 实 施 表

救师号
}
合班号

62

{
{

合班号 2 合班号 “ …优先级…教室
`…教室 2

…教室
3

…
时
间 1 1时间 2 1时间 3

4 1 2 2 0 62 0 9 } 2 1 61 1 0
,

3 2 0 5 1 0

川一…

教学计划表 以专业和年级为单位
,

以代码填写
,

最多可有十门课程
,

其有效性由班级人数

决定
。

计划以学年为时间单位
,

一旦输入
,

每学年仅作少量修改即可
。

同专业各年级计划 自

动对应
。

教学计划实施表的各项 与教学计划一一对应
。

这张表的教师号及合班要求是教研室

提出的
,

其余部分是排课结果
。

由于它们可逐班处理
,

故以随机文件存放
,

以节约内存空间
。

其余信息均以顺序文件存放
,

以免过 多地影响速度
。

数据关系采用树型结构
。

2
。

排课规则

排课的基本方法是模拟人脑思维方法
,

处理班级
、

教师
、

教室和各班课程之间的关系
,

寻找最佳的时间分配方案
。

l) 课表编制的必要条件
。

课程按合班学生数的多少分为大
、

中
、

小三种
。

设三种 课 的

总时数分别为 P ; 、

P : 、

P 3 。

相应的三种容量的教室 可提供的总时间为 W
: 、

W
: 、

W
3 。

相应容 量

的教室不够时允许按排到容量大一级的教室上课
。

课表编制的必要条件是
:

E A = W
l ) P 一八W

Z
) ( P

: , 一 W
3 )八 ( W

一) ( P r + P Z + P 3 一 W
Z一 W

3 )

八W
3

( P 3 V W
; ) ( P I + P Z 一 W

Z )八W
。》 P 3 )

确定课表可编制之后
,

必须大体分配各种课在三种教室中的时数分配
,

避免某一种课教

室不足时
,

再调动容量大一级的教室的课程而使问题复杂化
,

以提高效率
。

2) 最佳时间组合
。

时间的组合可归结为排列组合问题
。

最佳时间组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

① 一 门课程周学时为 H」
,

则每周上课次数是
:

K j = I N T ( ( H j + 1 ) / 2 )

则最佳间隔日是
:

jL
=

6/ K j
。

( 在计划中
,

我们将课程周学时限定 6 小时以下
,

大于 6

小时的课程作二 门课处理 )
。

这样
,

应在上午授课的课程
,

这种组合共 有
:

jL
。

( C ; ) jK 种
。

② 必须保证每个班级一周中每天课程分布相对均匀
。

3) 时间分布表

排课过程中还必须建立几张辅助表格
,

主要是教室分配表
,

班级状态表和教师任课时间

表
,

以保证不产生二个班级排在同一教室的同一时间的错误
,

而且一般一个教师一天只按排

一次二学时讲课时间
。

体育课及某些实验也要建立类似的表
。

排课必须查阅这些表格
,

讲课

时间仅在教室
、

教师
、

班级均合适时才能确定下来
。

某一课程的最佳时间表无法确定时
,

必

须考虑课程调整
。

只有在调课不成功时才采用稍次一点的时间组合
。

这在教室紧张的学校里

是难免的
。

4) 有些课程排课要求特殊
,

必须作专门处理
。

这些课程
,

有的以半天为单元 (如某些实

验 )
,

有的以一天为单元 (如金工实习 )
,

有的要将几个自然班的学生重新组合 (如外语的快
、

中
、

慢班 ) 等
。

采用课程分类的办法
,

给各种课程一个分类号
,

由程序识别
,

专门 处 理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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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教师的特殊困难也给予适 当处理
。

) 5为提高效率
,

将全部课程分为二大类
,

合班课为一类
,

单班课为另一类
,

每类 按 周

学时分为三级
。

合班课的优先级级别高于单班课
,

周学时多的课高于周学时少的课
。

排课中
,

根据课程的特点
,

理论性强的课在上午排课
,

其余课程可按排一些下午时间
。

6) 调课分永久性调课和临时调课二大类
。

永久性调课
,

在选定时间后必须清除原 表 格

中的登记项 目
,

填入新的内容
。

临时调课只要提供指定时间和容量的可使用教室清单供选择
。

三
、

本系统设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l
。

程序结构 O SJ R一 80 实际可供存放程序及数据的内存仅 39 K B 左右
、

而计划管理和排

课程序约有 6 0 0 0个语句
。

为此
,

程序采用模块结构
,

采用磁盘程序链接技术
,

将各功 能 程

序模块链接起来
。

计划管理和排课程序的链接框图如图 2 所示
。

这一方法是以牺牲磁盘空间

为代价的
,

各程序模块中不 可避免地有某些重复的子程序或公用程序
。

主控程序功解进择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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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磁盘程序链接 框图

2
.

提高检索速度
。

从随机文件中检索大量数据时
,

速度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 题
。

本 系

统采用对教学计划的二次扫描方法完成各教研室任务的检索
。

第一次扫描是建立教研室任务

(顺序文件 )的索引
,

第二次扫描是检出任务
,

建立任务书文件
。

如有
n
个教研室

,

这一方法

将使检索时间减少到逐个教研室检索方法的 2 /
n 。

3
.

节省内存的措施

占用内存的数据主要是教师
、

教室状态表
,

为此必须避免给不任课教师及不可用教室建

立状态表
。

任课教师是全体教师的一个子集
。

建立任课教师号表
,

将教师号由大到小排列
,

这样既

有利于使用二分法查找教师号
,

又有利于建立教师状态表与教师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

利用指引元
,

将可用教室与其分配状态表联系
。

不可用教室不建立状态表
。

4
.

本系统是以文件为中心的系统
。

大规模的高等学校管理系统应是数据库管理 系 统
。

随着管理现代化
,

相应的管理方法
、

制度都必须作相应的改革
,

才能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现

代化
。

上述教学计划中
,

就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

则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

图 3为排课程序的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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