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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教学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摘要

微信小程序是一款不用下载就可以使用软件。也体现了“用完即走”的理

念，应用将无处不在随时可用。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打开应用，使用便

捷。

现有的教学平台一般都要开发几款不同平台的软件。本课题的目的旨在借

助微信小程序开发出一款不需要下载安装也能实现教学管理目的的软件。技术

上采用微信小程序特有的原生态的语言，它相当于把 CSS、HTML和 JavaScript

融合在一起。数据库方面采用阿里云的云端 MYSQL数据库。整个系统业务逻辑

简单，界面风格简约。功能方面本着方便师生处理正常课堂内外的事物的原则；

学生可以完成签到，成绩查看，以及查看老师发布的作业。老师可以发布作业，

查看所有人的成绩。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在讨论区讨论问题。

关键词：小程序 便捷 查询 发布 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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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Teaching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WeChat Applet

Abstract

WeChat applet is a software that can be used without download. It also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run out and go", and applications will be available everywhere at any 

time. The user can open the application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Now,existing teaching platforms generally have to develop softwares for 

different platform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use the WeChat applet to develop 

a software that can achieve teaching management without downloading and installing. 

It uses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language unique to the WeChat applet. It is equivalent 

to integrating CSS, HTML, and JavaScript. Database uses Alibaba Cloud's cloud 

MYSQL database.The business logic of the entire system is simple and the interface 

style is simple. Functionalit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cilitat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handle things in and outside the normal classroom; students can complete 

check-in, check scores, and view assignments posted by teachers. Teachers can post 

assignments to see everyone’s grad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discuss issues in the 

discussion area.

Key words:Small program;Convenient;Inquire;release;teach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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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课题研究背景

微信小程序是一款不用下载就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序，它实现了应用“触手

可及”的梦想，扫一扫或者搜一下即可打开应用，并且即用即走。它通过极低

的开发成本，大量简化了相关的开发操作和应用信息获取，结合 HTML5和微信

API，几乎能开发出类似 APP的大多数功能。

1.2 课题研究意义

微信是目前使用人数最多，应用最广泛的一款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基于微

信小程序的教学管理平台，可以更好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率。学生可以

完成课前签到，随时随地完成提交作业以及请假等事物。老师可以随时随地上

传批改作业。极大的丰富了教师和学生的日常课堂交流。

1.3 课题研究内容和成果

本课题借助微信小程序开发出一款教学管理平台。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教学

管理平台，可以更好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率。学生可以完成课堂签到的

功能，取代了传统的班长或者老师点名签到的方式。学生能够在列表里查看到

老师发布的作业。在学习讨论区，学生和老师可以进行互动交流，不仅讨论学

习方面，也可以讨论生活方面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查看成绩。

老师负责把成绩录入教务系统，和发布作业。同时可以和学生在讨论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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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工作

2.1 小程序开发工具

为了帮助开发者开发和调试微信小程序，微信推出了微信开发者工具，既

可以完成公众号的调试以及小程序的开发与调试两种功能。使用微信 Web开发

者工具可以完成对小程序的开发调试、代码的查看与编辑以及预览和发布等功

能。

目前微信 Web开发者工具支持 Windows以及 Mac平台。它和其他开发工具

不同的是需要先扫码登录才能使用。另一个特色就是，在创建新的项目时候，

需要添加 AppID，否则部分功能如预览不能使用。

2.2 开发核心

2.2.1 框架主体文件

框架主体文件由 app.json、app.js、app.wxss构成，这 3个文件必须放置

在项目根目录，其中 app,js是整个文件的入口文件，控制整体逻辑。app.wxss

是小程序的公共样式，对于整个文件夹都是生效的。但是它不是必须存在的。

app.js和 app.json是必须存在的。

2.2.2 框架页面文件

框架控制了整个小程序的页面路由，并且提供以页面完整的生命周期。开

发者需要做的只是将页面的数据，方法和生命周期函数注册进框架中，其他操

作由框架处理，开发者不需要关心其他问题。

2.3 布局

微信小程序页面布局方式采用 Flex 布局格式，它是 W3c 在 2009 年提出

的一种新的网页排版方案，可以简便、完整地实现各种响应式页面布局。Flex 

布局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设定容器与子元素的规则，使所有 view组件在主轴与

侧轴上合理地自动分配。同时可以实现在亿和一个方向上的伸缩，样式层可以

调换或者重排顺序。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devtools/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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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组件 

框架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系列基础组件，开发者可以通过选择这些基础组件

进行快速开发。组件是视图层的基本组成单元。组件自带一些功能与微信风格

的样式。一个组件通常包括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属性用来修饰这个组件，内

容在两个标签之内。常用的组件有：视图组件、表单组件、基础内容、导航、

媒体组件、地图和画布等。

2.5 API

小程序框架提供丰富的微信原生 API，可以调起微信提供的能力，如获取

用户信息、本地存储、支付功能等。目前提供的 API可分为八大类：网络

API、多媒体 API、文件 API、数据存储 API、位置 API、设备 API、界面 API以

及开放接口。

2.5.1 网络

每个微信小程序需要事先设置一个通讯域名，小程序可以跟指定的域名与

进行网络通信。包括普通 HTTPS 请求（request）、上传文件（uploadFile）、

下载文件（downloadFile) 和 WebSocket 通信（connectSocket）。服务器域

名请在 小程序后台-设置-开发设置-服务器域名 中进行配置，配置时需要注意：

域名只支持 https (request、uploadFile、downloadFile) 和

 wss (connectSocket) 协议；域名不能使用 IP 地址或 localhost，且不能带

端口号；域名必须经过 ICP 备案；出于安全考虑，api.weixin.qq.com 不能被

配置为服务器域名，相关 API也不能在小程序内调用。小程序必须使用 HTTPS 

请求。网络请求的 referer header 不可设置。其格式固定为

https://servicewechat.com/{appid}/{version}/page-frame.html，其中

 {appid} 为小程序的 appid，{version} 为小程序的版本号，版本号为 0 表

示为开发版。

2.5.2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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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可以调用由微信调用的从本地相册选择图片，或者使用相机拍照的

API,还可以操作网络上的图片、音频、文件，甚至对视频进行相关的播放和暂

停关闭等功能。

2.5.3 文件

使用 API对小程序中出现的各类文件进行操作。例如常用的有

wx.saveFile即保存本地文件，wx.getSavedFileList即获取本地已保存的文件

列表等。

2.5.4 数据缓存

每一个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有自己的本地缓存，可以通过

wx.setStorage(wx.setStorageSync)、wx.getStorage(wx.getStorageSync)、

wx.clearStorage(wx.clearStorageSync)对本地缓存进行设置、获取和清理。

本地缓存最大为 10MB。LocalStorage是永久的本地存储，但是为了防止用户在

更换设备后丢失信息，所以对于重要信息还是建议存储在服务器端，通过请求

获取。数据的存储主要通过“键值对”的形式实现。

2.5.5 位置

包括获取位置(wx.getLocation)，查看位置(wx.openLocation)以及地图组

件控制。

2.5.6 设备

微信端的权限可以通过提供的相关 API实现获取系统信息、设备信息(如网

络状态、重力感应、罗盘、拨打电话和扫码等)。

2.5.7 界面

在创建微信小程序界面时，不仅需要使用微信小程序的组件，还要通过调

用其相关的 API来实现组建的使用或完成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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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开放接口

除以上几种之外，微信官方还提供了一些开放接口，如果你接触过微信公

众号的开发，就会发现这些接口大部分实现起来差不多。主要包含登录、获取

用户信息、使用微信支付、模版消息、客服消息、分享以及获取二维码等几类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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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设计的微信小程序使用的 API接口均来自微信官方所提供。基于微

信小程序的教学管理平台所采用的技术、组件和 API等均可以在现有的资源上

实施。WXSS是微信小程序的 CSS，它对 CSS的大部分标准可以支持，只是在此

基础上稍作扩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CSS语法编写 WXSS语言。

WXML是一套类似于 HTML的标签语言。语法与 HTML总体上一致，只是稍有

改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逻辑层，其主要技术手段是 JavaScript，用于一些数据的定义和 API方法

的实现。

综上，虽然微信小程序开发的技术不是原生态的 JavaScript、HTML和

CSS。但其是把上述三种技术封装起来的一门技术。在技术上完全可行。

3.2 操作可行性

本文所设计的微信小程序使用微信官方提供的微信 Web开发者工具。所要

求的软硬件都在可操作空间内，完全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3.3 经济可行性

由于微信小程序越来越开放，对开发者的要求也在慢慢降低，基本上不需

要花费多少财力和物力就可以实现。

3 可行性分析

3.1技术可行性 



7

4 需求分析

4.1 运行环境需求分析

微信 Web开发者工具 v1.01.1711300

Mysql版本：Mysql 5.0

操作系统版本：Windows 10

4.2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整个软件开发的基础。系统需求分析的过程中，一般可以分为

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需要先确认目标了解范围，第二步调查需求，第三步确

认系统内容，然后编写需求文档。完善需求分析可以让模块设计以及编码更加

简洁明了。

对于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教学管理平台的需求分析，主要分为一下两个部分。

（1） 事务管理，负责师生课堂沟通工作；

（2） 成绩管理，负责学生成绩管理。

在事务管理方面：

签到系统

老师根据学生签到记录，统计学生的出勤情况。

（2）布置作业

老师可以添加作业

在成绩管理方面：

（1）成绩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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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学生考试成绩

（2）成绩查询:

教师可以查询所有学生考试成绩，一个学生只能查看自己的成绩，不允许

查询别人的考试成绩。

4.3 系统流程设计

4.3.1 系统开发流程

教学管理平台开发时，首先需要进行需求分析，然后对系统进行模块的划

分，功能的设计，数据库设计，然后对各模块详细设计和代码编写，之后对系

统功能模块进行整合，最后进行测试和调试，流程如图 3-1所示。

图 4-1 系统开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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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系统操作流程

用户打开微信首先展现的是首界面，用户可以点击签到。在作业添加上，

老师可以发布作业，然后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完成作业的添加。课堂讨论环节，

学生和老师可以进行聊天，交流处理一些事物。还可以完成成绩查询的操作。

流程图如图 3-2所示。

图 4-2 系统操作流程图

4.4 系统用例图分析

系统中的核心是学生和老师。

（1）学生用户：学生具备课堂签到的功能。还可以查看老师发布的作业，

同时可以查看老师发布的成绩，学生也可以加入课堂讨论。具体用例图如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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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学生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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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名称 角色 用例说明 前置条件 基本事件流

查看成绩 学生 查看自己的考试

成绩

该学生已经登录

并且成绩录入数

据库

1. 点击查看成

绩按钮

2. 查看数据库

内已经录入的成

绩

查看作业 学生 查看老师布置的

作业

老师已经将作业

发布

1. 点击查看按

钮

2. 看老师已经

发布的作业

课堂讨论 学生 和同学老师讨论

课堂内外的事情

学生或者老师处

于在线状态

1. 点击进入讨

论区按钮

2. 在编辑区发

布问题

3. 提交

签到 学生 用于记录考勤 学生进入教学平

台的小程序内

1. 点击进入签

到系统

2. 进入界面点

击头像

3. 数据传到数

据库，从数据库

读取记录，返回

给考勤表

表 4-1学生用户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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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用户：老师可以把成绩录入系统中，同时可以查看所有学生的成绩。

老师同时具备添加作业和课堂答疑功能。老师也可以参与课堂讨论。如用例图

3-4所示

图 4-4 老师用户用例图

用例名称 角色 用例说明 前置条件 基本事件流

录入成绩 老师 录入学生成绩

供学生和老师

已经登录微信

小程序

1. 点击添加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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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2. 录入数据

提交

3. 保存到数

据库并在列表

中显示

发布作业 老师 发布作业供学

生课下完成

已经登录微信

小程序并且进

入发布界面

1. 点击添加

按钮

2. 录入数据

提交

3. 保存到数

据库并在列表

中显示

课堂讨论 老师 讨论问题 进入讨论区 1. 进入讨论

区

2. 在文本编

辑区提交问题，

提交到服务器

3. 在显示区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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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答疑 老师 解决学生遗留

的问题

进入讨论区 1. 进入讨论

区

2. 在文本编

辑区提交问题，

提交到服务器

在显示区显示

表 4-2老师用户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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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系统交互过程分析

序列图也称为“顺序图”，是一种对象间的交互图。用于描述执行系统功

能的各个不同对象角色之间相互协作的顺序关系、相互传递的消息，显示跨越

多个对象的系统控制流程。它强调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消息传递的先后次

序，它和协作图同属于系统动态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是本课题在作业查询、作业发布、成绩查询、签到和讨论区功能的序

列图：

作业查询：

图 5-1作业查询序列图

5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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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发布：

图 5-2作业发布序列图

成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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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成绩查询序列图

讨论区：

图 5-4 讨论区序列图

签到：

图 5-5签到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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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整理分析类

类图描述了系统的静态结构，它不仅仅定义系统中的类，描述类之间的关系，

还包括类的内部结构，在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有效的。在系统分析与设

计阶段，类通常可以分为实体类、控制类和边界类三种类。

实体类：

图 5-5学生实体类

图 5-5老师实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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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类：

图 5-6数据操作控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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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统设计

6.1 系统概要设计

6.1.1 系统的总体设计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教学管理平台是一款面向师生课内课外交流的一款应用

程序。微信是最近几年来最普及的一款网络通信软件。依托微信积累起来的用

户量，利用更新更普及更便捷的微信小程序，进行开发。

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完成课堂签到、发布作业、日常交流、查看成

绩等功能。根据学生和老师角色的不同。设置相应的功能。学生的核心功能是

签到更功能。当然也可以查看自己的成绩。但是只能查看自己的成绩。学生可

以在列表查看老师发布的作业。老师可以添加作业，添加完之后可以在列表显

示。在交流区，是对老师和学生都是开放的没有权限限制。

6.1.2系统的设计原则

在整个系统的开发过程，应该本着方便快捷，操作简单，效率高，功能齐

全的原则。除了保证上面描述的几个原则之外，还要保证以下几个方面，这样

才更加完整。

（1）实用性原则：确实可以帮助老师和学生在课堂内外的交流，可以用更

加先进的技术手段解决一些传统问题。 

（2）简单易用性原则： 不管是从界面的简洁性还是功能上，一定要保证

都是需要的功能，逻辑也要保持简单明了，这也是微信小程序的初衷。

（3）稳定性原则：教学管理平台采用的技术是当前比较新的技术，但是由

于该教学管理平台的业务逻辑和功能目前还是比较简单的，现有的技术完全可

以满足需要。从系统结构，数据处理等方面做了进一步修改，又保证了系统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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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于维护性原则：在需求分析阶段就采用模块化思想，然后再进行代

码的编程，不仅让代码清晰整洁，也方便后期维护，对于版本的升级和功能的

进一步扩展都奠定了基础。

（5）安全性原则 保障访问系统的安全性。由于微信小程序自己的安全性

原则，基本层面上可以确保微信小程序的安全。

6.2 数据库设计

6.2.1 E-R图设计

E-R图就是实体-联系图。为了描述客观世界，提供了实体类型、联系和属

性的方法。它可以描述现实世界的关系。我们用矩形表示实体，用椭圆形表示

属性。在教学管理平台中主要有学生和老师实体类，当然还有成绩实体类。以

下是学生、成绩和老师实体类图；

（1）学生实体

学生实体包括微信号，性别，姓名，班级属性。如图 6-1学生实体图

图 6-1学生实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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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师实体

老师属性主要包括微信号，姓名。老师实体图如图 6-2

图 6-2 老师实体图

（3）教学管理平台涉及的主要实体的 E-R 图 如图 6-3 教学管理平台 E-R 图

图 6-3 教学管理平台 E-R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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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数据库表结构设计

系统的数据库表是存储和管理数据的最基本单元，该系统的数据库表主要

涉及学生表、老师表、成绩表和作业表。上述四个表的结构设计如下所示。

（1）学生表：主要存储学生的一些个人信息，例如微信号，姓名，班级等 

如表 6-1学生表

表 6-1 学生表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WechatID varchar(15) 微信号

SName varchar(20) 姓名

Sex varchar(15) 性别

Class varchar(15) 班级

（2）老师表：主要存储学生的一些个人信息，例如微信号，姓名，等 如

表 6-2老师表

表 6-2 老师表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TWechatID varchar(15) 微信号

TName varchar(20) 姓名

（3）主要存储有关成绩的的一些信息，例如成绩和学科等 如表 6-3成绩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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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成绩表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Grade Int(4) 成绩

Lesson varchar(20) 学科

（4）主要存储作业的一些信息，例如日期和内容等 如表 6-4 作业表

表 6-4 作业表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Date varchar(20) 日期

Things varchar(500) 内容

6.2.3数据库连接

微信小程序要连接数据库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供参考。第一种是通过服务端

web应用程序，提供 https接口让小程序调用，这个应用程序可操作本地数据

库（这里使用的都是云端数据库，但方法类似）；第二种就是通过微信封装的

方法存储数据。

这里采用的是第一种。首先写一个服务端的程序接口，查询数据库，然后

指定参数、请求方式等等、小程序直接通过 url，带上一些参数请求服务端的

程序，服务端程序再从数据库读取数据，返回到接口，接口再返回到小程序。

6.3 bmob的使用

在本课题的小程序的设计过程中，使用到了 bmob技术。Bmob实际就是后

端云，说的通俗一点，他是在云端运行的数据库后台加上服务器后台。它最大

的优点就是：我们不必去考虑一些复杂的后台服务器，后台的数据库大件以及

数据库的维护，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专注于小程序本身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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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先注册一个 bmob帐号，然后登录 bmob控制台。载在小程序服务器

域名界面添加 bmob的安全域名，下载微信小程序所对应的 SDK，解压之后将其

中的 js文件放在小程序的 utils文件夹下。如图 6-4bmob文件：

图 6-4bmob文件

初始化并且引入 bmob。我们首先要在 app.js 中对全局初始化。核心代码如下：

再在 bmob 的 js 中引用 bmob，核心代码如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像操作本地数据库一样操作云端数据库了。API 都封装在

bmob 中。如图 6-5bmob 的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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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bmob的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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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签到模块实现

学生点击签到按钮进入签到界面，然后点击自己的头像完成签到任务，签

到时间会在签到记录中显示出来。核心代码如下：

7系统具体实现

7.1 学生模块的实现

7.1.1 学生模块的简述

学生模块是教学管理平台的一个主要模块。学生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签到。学生点击课堂交流可以和老师进行互动，讨论内容，探讨学业。在右下

角的成绩查询板块可以查询到自己的成绩。登录界面的核心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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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签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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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成绩查询的实现

在右下角有一个成绩查询，点击之后可以查询到自己的成绩。

7.1.4 作业查看的实现

点击查看按钮即可。核心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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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作业查看

7.1.5 交流区的实现

点击讨论区按钮进入聊天界面发布问题，然后提交。

7.2 老师模块的实现

7.2.1 老师模块的简述

老师可以查看所有学生的成绩，发布作业并且可以在探讨区和学生探讨。

7.2.2 发布作业模块的实现

老师点击发布作业按钮，进入作业发布界面，输入内容等信息之后提交，

会在作业列表中显示，学生可以在列表中查看作业内容。核心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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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交流区的实现

交流区和学生交流区共享，在此不做过多的介绍，直接展示核心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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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测试

由于在需求分析。模块设计和编码实现的时候难免有一些缺陷和失误，即

使系统可以运行起来，也会出现一些逻辑上的缺陷，因此对软件进行测试也是

开发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不及时终止这些错误，最终轻则导致系

统运行错误，重则导致程序崩溃。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浪费财力和物力。目前

尚且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避免错误的出现。所以软件测试是目前最有效的检测

手段。

该教学管理平台的测试主要是针对功能和界面的测试：

界面测试是可以在不同的手机操作系统平台上进行测试，检测界面的兼容

性。

功能测试是测试系统功能能否正常实现，逻辑是否正确，在逻辑测试方面

主要是进行的是黑盒测试，若发现逻辑错误再进行白盒测试。

8.1系统测试的意义

对系统进行检测可以检查出开发时候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些开发过程中没

有注意的人为失误和逻辑上的错误。

测试的任务与目的：

目的：发现程序本身的错误和逻辑上的错误；

任务：通过多次数据的随机测试，尽量发现其中的错误。对一些有可能存

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测试。

另一个预测的相关术语叫纠错，其目的以及任务如下：

目的：定位并且纠正错误；

任务：解除软件的故障，从而保证程序的可靠运行。

如图 8-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测试需要多次的测试数据，这些测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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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应该针对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数据，这样才能检查出程序对各中数据是否正常

处理。如果测试的数据与系统预期的结果相吻合，则说明基本无太大的问题，

如果和预期出入太大，则说明有问题，需要检查代码和逻辑。

图 8-1 测试与纠错信息流程

8.2 具体测试任务

8.2.1 界面的测试

测试方法：在不同的手机平台上进行测试，当前主流的手机操作系统是

IOS 和安卓。分别在上述两个系统平台下的微信中测试，是否出现乱码和错误

等一些界面问题。

测试结果：可以实现预期功能，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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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界面实现

8.2.2 作业发布测试

测试方法：在发布作业的界面中随机输入不同的字符并且发布。检测是否

可以在作业列表中显示。

测试结果：可以实现预期功能，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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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作业发布

8.2.3 成绩查询测试

测试方法：测试是否一个学生只能看到自己的成绩，但是老师可以看到所

有人的成绩。

测试结果：可以实现预期功能，截图如下：

8-4成绩部分



37

8.2.4 签到系统的测试

测试方法：检测学生事都可以正常签到，签到的结果（日期和时间，对于

时间的显示必要性可以判断是否在规定的上课时间签到）是否可以在签到记录

中显示。

测试结果：可以实现预期功能，截图如下：

8-5签到系统

8.2.5 讨论区的测试

测试方法：交流的记录是否可以正常显示

测试结果：可以实现预期功能，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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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讨论区

8.3测试分析

本师教学管理平台业务逻辑较为清晰，预期功能基本都可以实现，从设计

到实现都基本都体现简洁的特点。教学管理平台有点描述如下：

（1）可移植性较强，在不同手机操作系统平台下都可以贴切手机尺寸。

（2）该教学管理平台内容全面，其操作方便，用户界面友好，在微信中可

以获得较好的体验感。

经过对主要功能测试，可以满足预期功能。



39

结论

从 2017年底提交开题报告，至今已经过去了 4个多月。刚开始选题的时候，

恰巧也是微信小程序最火的时候，当时设想能否把小程序不需要下载就可以应

用这个功能用在师生交流方面，于是，就有设计基于微信小程序的教学管理平

台的想法。

由于小程序刚出来，并且涉及到的技术都是全新的，要在短时间内做到掌

握还是不容易的。在设计的过程中碰到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

微信小程序总体上说是 JavaScript、CSS和 HTML三种综合的技术，把它们

封装起来形成一种原生态的微信小程序语言。小程序原生态 API接口是全新的

接口，虽然官方提供了大量丰富的 API，但是它毕竟还是不成熟的。之前考虑

能否上传视频，但是了解上传大小受限制等诸多不便因素在里面，最后改成论

坛，以传统文字对话形式交流。

在开发这个教学管理平台时候，也慢慢感受到什么适合做微信小程序，什

么不适合做。目前小程序在处理数据库方面及其不方便。它不能像 Java一样，

通过 JDBC连接数据库，小程序只能发送 HTTP请求。所以在设计教学管理平台

时候，只能先通过 Web端，然后再通过发送 request请求访问数据库。目前微

信小程序只能针对业务逻辑不是太复杂的应用。比如“饿了么”选择菜品、下

单、付款。教学管理平台第一个版本功能简单完全试用。

在论文撰写的论文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论文的撰写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数据库，UML，软件工程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运用。由于以往课程忘记了不

少，这些都变成论文撰写过程的拦路虎。特别是在用例图的制作上，以及 E-R

图的绘制。实体之间的联系分不清。

总体上问题得到了解决，也初步了解了微信小程序开发的过程。微信小程

序的丰富的 API函数尚且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如果要想学好微信小程序，

JS、CSS和 HTML还是要好好学习，毕竟这三种开发语言才是小程序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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