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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网络教育逐步展示出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网络教育通过利用网络的

交互功能及其对信息的存储与传送能力，使远程同步学习与异步学习变得更加便利、有效。它利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通过对各类资源进行优化、组合，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类资源的作用，使学员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1]。要实现网络教育，首先必须搭建一个以学员为本，能够方便学员网络学习，同时实现对大量教育资源管理

的网络教育平台。因此，网络教育信息系统必须具备较强的计算功能，以最便捷的方式为尽可能多的用户提

供服务。分布式计算以它低廉的计算价格和网络的可访问性，完全能够满足网络教育信息系统要求。

1 系统分析
1.1 功能需求

建成一个覆盖面广、应用性强、管理规范的远程教育系统，实现网上教学、网上自学、网上信息查询等功

能。通过网上答疑、网络课程设计，加强远程教学的实效性。系统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并对电子图书、多

媒体等教学资料进行管理，同时能实现包括视频信息在内的多种信息的快速传输。

1.2 系统角色分析

经过分析，在网络教育信息系统中，主要角色有教师、学生、公共用户、机关人员、教学管理人员等。由

于各类角色的使用权限及使用规则都不同，所以有必要对角色进行分类。图1描述了系统可能的用户层次，

不同层次间存在泛化关系。

图1 系统用户层次图

1.3 需求建模

在本系统需求时，使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及UML建立系统需求模型。

1.3.1 类模型

该网络教育信息系统涉及的类主要有教师、学生、管理员、课程、电子图书、邮件、媒体资源等，如图2所

示。

1.3.2 网络教学

网络教学是该系统的核心，图3显示了它的用例分析，具体功能如下。

广播教学：支持屏幕广播、语音广播、课件广播、程序操作过程广播。

虚拟课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学法指导、课堂练习、答疑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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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类图

学科论坛：教员或者学员可以在论坛中进行交流。

自主学习指导：提供自主学习指导资料、专业学习指导资料、自主学习自我诊断资料。

学员学习支持服务：专业和课程选择的咨询提供；学习中心和指导教师的提供；多媒体教材及CAI课件

的提供；个别化学习策略指导的提供；网络之外的媒体教材及学习包的提供。

作业处理：教员可对学员提交的作业进行在线批改，学员可以了解批改成绩。

信息交互：提供消息收发的管理机制，可以进行消息发送、一对一的交流；文件可以采用组播的方式发

送。通过视频、网页、电子白板、屏幕广播、应用程序共享等多种手段达到同步授课目的。通过仿真教室设

计，消除空间分离的影响，让教员、学员如同在一个传统的教室里面。系统支持自由文字、白板交互讨论，提

供两人单独对话交流机制。

图3 网络教学用例图

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文献信息服务用例图（如图4所示）。

图4 文献信息服务用例图

2 系统设计
2.1 软件结构

根据以上的系统分析，可以得到如图5所示的软件结构。

图5 软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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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逻辑

对于网络教育信息系统，如果系统服务的范围较广，同时请求服务的用户数量将会很大，这会带来较大

的计算量[2]。一方面考虑到用户对系统的可访问性和使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系统能快速完成用户的请求，

所以我们对三层结构进行扩充，采用N层分布式计算模式进行设计，数据层分为组合数据层和应用数据层，

形成双层数据层，这种结构能同时满足这以上两方面的要求，如图6所示。

图6 系统逻辑结构图

2.3 系统实现

在该网络教育系统中，视图层通过Asp的Web Form实现，用于同用户的交互及数据信息的显示；应用逻

辑层是系统的核心，系统的主要功能和业务逻辑在此层进行处理，同时将计算结果传递给视图层，该层由应

用程序实现系统的逻辑规则，并通过ADO连接Asp和Database，完成应用逻辑层与视图层和数据层的连接，

实现多层之间的数据交互；数据层是整个分层结构的最底层，整个系统的数据均存放在该层上，分别由组合

数据库服务器和应用数据库服务器实现。应用逻辑层与组合数据库服务器交互，后者提供了存储在不同数

据库中数据的统一视图。由组合数据库服务器确定所请求数据的位置，并向控制其它数据库的服务器发送

访问请求。来自多个数据库服务器的响应组合成单个响应发送给应用逻辑层，如图7所示。

图7 系统实现逻辑结构图

3 关键技术
3.1 分布式数据库

数据库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性能。网络教育系统涉及到海量数据存储以及多媒体信息

管理，所以系统考虑建设分布式数据库。图8是系统分布式数据库的结构模型。

图8 数据库逻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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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负载平衡

服务的划分和跨进程及跨主机的负载均衡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分布式系统性能的关键因素[3]。一种灵活

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使用一个精致复杂的指示组件。这个组件驻留在一台为大家所共知的服务器

中。客户组件首先和此组件连接，请求一个指向它所需服务的索引。指示组件能够使用DCOM的安全性机

制来对发出请求的用户进行确认，并根据发出请求者的身份选择服务器。指示组件并不直接返回服务器

名，它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到服务器的连接并将此连接直接传递给客户。然后DCOM透明地将服务器和客户

连接起来，这时指示组件的工作就完成了，如图9所示。

图9 负载平衡

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的网络教育信息系统是实现网络教育的前提，这样的系统应该是一个集远程教学、

教学资源建设、信息交流、教育管理于一体的完整教育平台，实时、交互、开放的学习环境渴望得到真正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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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in the Network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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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n view to the network techniques at present，this essay combines the modes of the network
education with the needs of the school education development，which puts forword a 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distributed calculation in the network education information system，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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