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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堂考勤是大学日常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目前，

越南大学的课堂考勤管理均采用人工（如老师、班长）

点名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占用上课时间，影响正常教

学，又存在不足和漏洞，例如某些学生可能代替他人

报到。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

充分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改进课堂考

勤管理方式，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将有力地推进

越南校园信息化进程。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术是一种利用无线射频信号的非接触式自动

识别技术。RFID 利用无线射频信号及其空间耦合、

传输特性，驱动电子标识电路发射其存储的惟一编码，

可以实现对静止或移动目标的自动识别，以及高效数

据采集 [1]。RFID 操作方便快捷，受环境影响小，具

有防污、防水、加密存储等特点，与传统接触式 IC

卡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2]，在美欧发达国家已被广泛

应用于身份识别、电子支付等校园服务。

本文针对越南大学考勤方式的现状与不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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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及 IC 卡读写技术，并结合 Visual Basic 和 MS 

Access，开发课堂考勤信息管理原型系统。实验测试

结果显示其达到预期功能，效果良好。

2  课堂考勤信息管理系统的总体架构

2.1 需求分析

本文开发基于 RFID 的课堂考勤管理系统，主要

任务是应用 RFID、IC 卡、数据库等先进信息技术，

完成对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的记录和统计，确保学生按

课表准时到位。同时支持教务管理人员完成有效的日

常教学管理工作，把零散的人员信息、资料，汇总起

来，以便信息查询、统计及分析。拟达到以下具体功

能要求：

a.考勤卡、读卡器等硬件设备的连接及读写控制：

b.管理课程信息，例如 ：课程名称、上课时间、

地点、当前课次等。

c.管理学生身份信息，例如：姓名、性别、学号、

所属专业等。

d.管理考勤信息，例如：在规定时段内完成考勤，

及时获取学生请假、迟到、旷课等情况。

e.人机界面友好，方便访问

f.系统可靠稳定，信息安全 [3]。

2.2 功能规划

由上述需求分析，本文设计基于 RFID 的课堂考

勤信息管理系统由考勤硬件设备和考勤信息管理软件

2部分组成，其中考勤信息软件进一步包括 5个功能

模块，如图 1。

1) 考勤信息记录模块： 记录师生身份信息（如

考勤卡号）、课程信息（如课程号、当前课次，本节

课的开始时间等）。

2) 发卡模块： 添加师生考勤卡号于名单中。例

如某学生选修某课程，但在该课程学生列表中未见其

姓名，则该生可通过读卡器自行添加操作。

3) 学生模块： 听课学生通过本人考勤卡号登录

系统，选择相应课程，提交请假单（需说明具体原因），

待任课教师审核批准； 也可进行新用户注册、密码

修改等个人信息维护。

4) 教师模块： 任课教师通过本人考勤卡号登录

系统，查阅学生请假申请，给出批准或驳回的决定（若

驳回需给出原因）。

5) 管理员模块： 管理员通过本人考勤卡号登录

系统，了解课堂出勤状况。此外管理员还被授权可修

改教师、学生账户密码。

图 1 课堂考勤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

3  基于RFID的考勤硬件设备选型

3.1  RFID 简介

RFID 是一种利用无线射频信号的非接触式自动

识别技术。其工作原理是： 由读写器通过发射天线

发送特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电子标签进入发射天线

有效工作区域时产生感应电流，从而获得能量被激活，

使电子标签将自身编码信息通过内置射频天线发送出

去； 读写器的接收天线接收到从标签（射频卡）发

送来的调制信号，经天线调节器传送到读写器信号处

理模块，经解调和解码后将有效信息送至后台主机系

统进行相关处理： 主机系统根据逻辑运算判断该卡

的合法性，识别该标签的身份，针对不同的设定做出

相应的处理和控制，最终发出指令信号控制读写器完

成不同的读写操作 [4]。

3.2 考勤卡及读写器选型

校园一卡通是一种常用的非接触式射频 IC 卡，

也是大学生校内生活的重要身份识别凭证；TSW-F3RF

型感应卡读写器具有读写速度快、软件接口丰富、体

积小等特点[5]。因此本文选用校园一卡通作为考勤卡，

选用 TSW-F3RF 型感应卡读写器作为其读写设备。

考勤时，上课学生将本人一卡通放入读卡器

有效感应区，读写器向一卡通发送射频（Radio 

Frequency）信号，该信号激励与卡内 LC 电路发生串

联谐振，进而开启一个单向导通的电荷泵，当电容储

能超过设定阈值时，一卡通向外发送射频信号，相应

数据被读写器接收，经处理后传送给上位计算机 [6]。

从而实现身份识别（Identification）。RFID 读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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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图 2所示。

图 2  RFID 读卡流程

4 基于Access的考勤信息数据库开发

表 1 考勤信息数据库实体及其属性定义

实体 属性

学生 学号，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入学时间，专业

学生 _课程 学号，课程号，平时成绩，考试成绩，总评成绩

学生出勤 学号，课程号，当前课次，出勤情况，备注

学生请假
请假单号，课程号，当前课次，学号，请假原

因，审核状态

教师 工号，姓名，部门，职称

教师出勤 工号，课程号，当前课次，出勤情况，备注

课程
课程号，课程名称，开班日期，课时量，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预定 课程号，课次，教室号，开班日期，上课时间

教室
教室编号，所属教学楼，房间号，教室类型，

读卡器编号

4.1 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

数据库开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满足用户长期使

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Data Base 

Manage- ment System, DBMS）是数据库系统中的数

据管理软件。本文选用 MS Access 作为 DBMS，综合课

堂考勤管理的存档数据和数据需求，分析其内在关联，

设计出规模适当、正确反映数据关系、数据冗余少、

存取效率高、能满足多种查询要求的数据模型。

本文采用 ER 模型法构建数据库，分为 3 步：1)

设计局部 ER 模型；2) 综合各局部 ER 模型，得到全

局 ER 模型  ；3) 优化全局 ER 模型，建立最终的概念

模型。

4.2 局部 ER 模型设计

Step 1 定义课堂考勤信息的相关实体，并设置

其关键属性，见表 1。

Step 2 用 ER模型刻画实体之间的关系。ER模型

依据需求分析的结果，考察实体内部及实体之间是否

存在联系。若有联系，进一步确定是 1：N，M：N，还

是1：1等。图3为学生实体与课程实体的ER模型；图 4

为学生请假实体的 ER模型。

图 3 表征学生实体与课程实体的关系的 ER 模型

图 4 表征学生请假实体的 ER 模型

4.3 全局 ER 模型及其优化

所有局部 ER 模式设计完成后，需将其综合成单

一的全局概念结构。全局概念结构不仅要支持所有局

部 ER 模式，而且必须合理地表示一个完整、一致的

数据库概念结构。

4.3.1  确定公共实体类型

根据实体类型名和键值，认定公共实体类型。一

般把同名实体类型作为公共实体类型的一类候选，把

具有相同键值的实体类型作为公共实体类型的另一类

候选。

4.3.2  合并局部 ER 模式

对 ER 模型进行两两合并，优先合并那些存在现

实联系的局部结构； 合并从公共实体类型开始，最

后再加入独立的局部结构。

4.3.3  消除冲突

学号

学生 考勤

n个学生可以上m单课次，学生上课和单课次决定学生出勤状况

单次课

单次课

备注 出勤状况 课程号 课次

学号

学生 单次课请假

教师号 课程号

n1

一个学生可以进行n次请假课程，而一次请假对应一个学生

是否批准

课程

开始

初始化

寻卡

防冲突

选择卡片

验证 读写操作

流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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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分为三类： 属性冲突、结构冲突、命名冲

突。设计全局 ER模型的目的不在于把若干局部 ER模

式形式上合并为一个 ER 模型，而在于消除冲突，使

之成为能够被所有用户共同理解和接受的统一的概念

模型。

4.3.4  全局优化

为提高数据库系统效率，还要进一步依据处理需

求对 ER 模型进行优化。使之不仅可以准确、全面地

反映用户功能需求外，还要满足下列条件：

a.实体类型的个数要尽可能的少

b.实体类型所含属性个数尽可能少

c.实体类型间联系无冗余。

最终建立的全局 ER优化模型如图 5。

图 5 全局 ER 模式

应用 Visual Basic 编制课堂考勤信息管理系统

界面。任课教师在上课前开启考勤信息管理系统。如

图 6 所示，该系统主界面包括以下 6 个功能按钮：

考勤流程模拟、发卡、学生、教师、管理员、退出，

点击任一按钮即可运行相应模块。下面以课堂考勤记

录、学生请假、教师批准3个功能模块为例进行简述。

5.1 课堂考勤界面及演示

点击主界面上的“考勤流程模拟”按钮，可打开“课

堂考勤界面”。如图 7，该界面包括“上课情况显示”

和“控制按钮”2个区域。使用流程如下：

Step 1，上课前，任课教师点击“读卡器开机”

按钮，并打开读卡器。

Step 2，任课教师点击“开始检卡”按钮，向系

统刷卡报到出勤； 学生依次刷卡报到。此时该界面

显示本课程的课程号、当前课次、上课时间、应到学

生名单。

Step 3，上课铃响，任课教师点击“开始上课”

按钮；此后刷卡的学生将被记为迟到。

Step 4，下课铃响，任课老师点击“结束课程”

按钮，关闭考勤记录； 此后刷卡无效，未在规定时

段内刷卡的学生将被记为旷课。

这样，本堂课学生的出席、迟到、旷课等情况，

均被记录在数据库里。

图 7 课堂考勤界面

5.2 学生提交请假界面及演示

点击主菜单上的“学生”按钮，可进入“学生操

作”界面。如图 8，学生登录该界面可完成“请假”、

“注册”、“修改密码”3种操作。

例如某学生点击“请假”按钮，进入“学生请假”

界面（如图9）。该生可输入本人学号、将缺席的课程，

给出请假原因，提交任课教师审核。

此外，学生还可点击“注册”、“修改密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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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 Visual Basic 的系统界面开发与主要功能演示

图 6 课堂考勤信息管理系统主菜单界面



软 件 工 程 信息技术与信息化 

 2013 年第 4期 102

钮完成新学期注册和个人登录信息维护。从而省去

了新学期之初大量学生聚集于教务室，排队现场办

理签章注册等手续，简化了行政事务流程，提高了

工作效率。

图 8 学生操作

图 9 学生请假界面

5.3 教师审核请假界面及演示

点击主菜单上的“教师”按钮，任课教师经身份

认证后可进入“请假批准”界面。如图 10，请假批

准界面包括： 教师号、课程名、请假学生名单及其

请假原因。每天上课之前，任课教师在上课前可查看

本次课的学生请假情况，并有权限根据学生给出的原

因决定批准或驳回其请假单。

6 结论

本文开发了基于 RFID 技术的课堂考勤信息管理

系统。硬件部分选用校园一卡通和感应式读卡器，软

件部分采用 MS Access 管理数据库，Visual Basic 编

制系统界面。测试结果说明了原型系统的有效性。该

成果有助于提高越南校园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7]。

图 10 请假批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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