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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装表演专业是艺术类高校的特色专业, 其单招考试的组织管理工作艰巨复杂, 目前的信息化管理层次较

低, 面临数据安全性和考试公平性的双重考验. 针对艺术类高校服装表演专业单招考试信息化管理的实际需求, 提
出一种轻量级的单招考试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结合系统在功能上拟解决的问题, 给出了系统设计的核心思路与系统

实现的关键技术. 实践表明, 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切实可行, 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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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of garment performance is of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of art colleges,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dependent enrollment examination for this major is arduous and complicated. At present,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relatively low, facing the double test of data security and examination fairness. Aiming at the
actual demand of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of independent enrollment examination for garment performance major in
art colleges, a lightweight solution of independent enrollment examin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Combining with the
functional issues to be solved, the core idea of system design and the key technology of system implementation are given.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solution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feasible and has high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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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 艺术类专业人才的教

育与培养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 为探索艺术类高考招

生制度改革, 完善高等教育多元化选拔机制, 国家鼓

励开展“艺术类单招考试”, 即具有艺术类单独招生资

质的院校单独或联合组织专业课考试[1]. 服装表演是

艺术类高校专业中极具吸引力的特色专业, 各大艺术

高校均非常重视该专业的单招考试. 然而, 由于服装

表演专业的特殊性, 加上招生人数逐年不断增大, 单
招考试的组织管理工作内容复杂而艰巨, 尤其是对考

生的身份识别、信息分类、成绩录入、校对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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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传统的单招考试

管理形式主要依赖于手工处理, 不可避免地面临数据

安全性和考试公平性的双重考验, 近年来各种考试问

题日益凸显[2].
艺术类单招考试是一个在短时间内集中进行的工

作. 对于服装表演专业而言, 考试过程通常包括身份验

证、量体、候考、正式考试等多个环节, 而正式考试

的项目一般包括形体测试、模特技巧测试 (才艺表

演)、身体协调性测试 (模特 T 台走秀)、口试等, 在考

试过程中将会有大量的数据产生, 这给单招考试的组

织机构及考点工作人员带来沉重的负担, 并且传统的

手工计分与统计方式出错率高, 所需时间长, 严重制约

和影响着单招考试工作的执行效率. 随着 Internet与计

算机技术助推教育信息化的迅速发展, 采用信息化与

网络化的技术手段管理艺术类单招考试已逐步成为教

育信息化研究与应用的热点议题[3,4]. 通过文献检索与

分析可以发现, 相关研究集中在艺术类专业网上报名

系统、在线考试系统等方面[5–7]. 就目前而言, 针对服

装表演专业考试管理系统的研究鲜有报道. 因此, 研发

面向服装表演专业的单招考试管理系统, 对其数据处

理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促进单招考试管理的规范化, 提
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对艺术类高校服装表演专业而言,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系统需求分析

1.1   服装表演专业单招考试流程

在艺术类高校中, 服装表演专业单招考试的一般

流程如图 1所示
 

身份验证/分

配出场号
量体

项目1：形体测试

项目2：模特技巧测试

项目3：身体协调性测试

项目4：口试

二次身份验证入场 离场

 

图 1    服装表演专业单招考试一般流程
 

当考生进入考点工作人员设定的考试区域后, 首
先在指定位置排队进行身份验证, 核对考生信息, 分配

唯一出场号, 然后进入候考室, 等待现场量体, 现场量

体在专门的量体室进行, 其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肩

宽、三围、大腿围、小腿围、上身长、下身长等项目.
现场量体完成后, 考生回到候考室, 准备进入正式考试

环节. 正式考试分批次进行, 通常每批次 20人, 为有效

防止替考, 在正式考试前对待考批次的考生进行二次

身份验证. 正式考试项目包括形体测试、模特技巧测

试、身体协调性测试与口试 4 个项目. 在正式考试中,
为保证评委评分质量与效率, 每批次考生按 4人或 5人
分组进行, 依次轮流进行 4个项目的考试. 每批次考生正

式考试完成之后, 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离场.
1.2   系统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提出的面向服装表演专业的单招考试管理系

统主要服务于考点工作人员, 旨在提高单招考试工作

的效率, 增强考试数据的准确性. 结合艺术类单招考试

实际, 系统在功能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
(1) 考试批次分配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自由控制, 各

批次考试人数可多可少.
(2) 在评委评分时准确展示当前考生的各项量体

数据, 为评委评分提供参考.
(3) 评委评分过程中能够灵活回退查看或修改当

前批次各考生所有考试项目的评分数据.
(4) 各评委依据预先分配的口令登录系统, 评分操

作与评分报表打印独立进行, 互不影响.
此外, 艺术类高校服装表演专业单招考试的一个

突出特点是通常需要在不同的城市设置考点开展工作,
考虑到各考点的场地、设施、天气等实际环境的差异

性, 从系统设计的角度出发, 要求系统必须具备轻量级

的特性, 组成结构简单, 部署方便, 维护工作量小, 尽量

降低系统部署和运维的复杂性; 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要
求系统交互界面直观, 操作简便, 高并发时即时响应,
处理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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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设计

2.1   系统功能模块

基于服装表演专业单招考试的一般流程, 结合拟

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系统功能模块进行划分, 包括报名

数据采集、评委信息编辑、出场序号分配、量体数据

录入、考生身份验证, 专业考试评分、成绩批次打印

与成绩管理发布 8个子模块, 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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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功能模块

 

其中, 报名数据采集子模块实现考生报名数据导

入功能, 考生报名数据来源于考点所在地区相应各省

市招办的网报数据, 或者高校自主研发的报名系统; 评
委信息编辑子模块主要为评委排序和分配登录密码,
各评委的序号及密码均不相同; 出场序号分配子模块

实现考生入场时的身份验证与出场号分配两项功能,
考生身份验证通过后系统即分配唯一的出场号; 量体

数据录入子模块完成考生量体数据的录入, 量体数据

首先在纸质表格上记录, 然后按顺序分组录入系统; 考
生身份验证子模块主要实现正式考试前对待考批次的

考生进行二次身份验证; 专业考试评分子模块为系统

核心模块, 实现评委评分关键环节; 成绩批次打印子模

块主要完成对各评委评分数据的分批次打印功能; 成
绩管理发布子模块实现考后成绩数据的管理, 包括异

常或错误成绩数据的修正、成绩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最

终发布等功能.
2.2   系统体系结构

艺术类高校服装表演专业的单招考试组织形式比

较分散, 根据生源情况通常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多个考

点进行考试. 从软件体系结构层面分析, 这就格外强调

系统的轻量级特点. 系统体系结构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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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读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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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体系结构
 

系统采用典型的 C/S 结构模型, 有效保证局域网

环境下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响应速度. 为了携带与操

作方便, 采用笔记本作为系统的数据库服务器, 系统的

客户端全部安装部署在平板上. 平板 A 连接二代身份

证读卡器, 完成考生入场时的身份验证与出场号分配.
平板 B 用来录入考生量体数据. 平板 C 完成正式考试

前的二次身份验证及成绩分批次打印. 平板 D、E、
F、G、H等用来进行考试评分, 一般为 5台或 7台,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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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独立操作, 每位评委分配 1 台. 采用 TP-LINK 无

线路由器在考点搭建无线局域网环境, 所有平板通过

Wifi无线信号与数据库服务器建立连接.

3   系统实现

3.1   关键技术

(1)二代身份证信息阅读技术

系统采用中控智慧 (ZKTECO) ID180身份证读卡

器[8]进行考生身份证信息验证, 通过读取考生二代身份

证信息, 将其中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字段与系统已采

集的相应考生报名数据进行比对. 二代身份证信息阅

读的核心在于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
术[9]. RFID 技术利用无线射频方式在读卡器和射频卡

之间进行非接触双向数据传输, 从而达到数据传输的

目的.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使用非接触式 IC卡芯片作为

“机读”存储器, 内置 RFID 芯片[10,11], 在设计上采用先

进的智能卡技术 ,  高度防伪且无法复制 .  中控智慧

(ZKTECO) ID180 身份证读卡器集成性较强, 提供

SDK 便于系统集成与二次开发, 能够验证二代身份证

的真伪并读取其中 RFID 芯片内所存储的姓名、性

别、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照片等信息.
(2)基于 Aspose自定义模板的文档生成技术

报表文档生成是系统的一项重要功能. 在图 2 所

示的成绩批次打印子模块中, 涉及到根据自定义模板

分批次打印评分报表. 系统采用文献[12]提出的基于

Aspose 自定义模板的文档生成技术, 首先创建 Excel
模板文档, 划分常量域与变量域, 对其页面布局、表格

样式、字体等通用格式进行自定义设置 ,  进而调用

Aspose 组件 Aspose.Cells, 初始化 Excel 模板文档, 然
后利用 ADO 数据库访问技术从数据库服务器中提取

相应批次的特定评委的评分数据, 填充到 Excel模板文

档已划分的变量域中, 最后导出为目标 Excel 文档, 输
出至便携打印机, 从而完成对各评委评分数据的分批

次打印功能.
(3) 基于 DML 触发器[13–15]的评分数据状态标记

技术

在系统考试评分环节中, 为了正确区分各考试批

次在评委评分过程中的不同执行状态, 对数据库服务

器中的数据记录添加字段标记. 设当前考试批次人数

为 c u rB a t c hNum ,  系统预设的考试批次人数为

defBatchNum, 当前数据记录的标记字段为 tagBatch,

各评委评分操作完成状态字段分别为 print01、print02、
print03、print04、print05、print06、print07 (未打印

“NO”、已打印“YES”、已完成“FINAL”), 具体标记规

则如下:
① if curBatchNum = 0 then set tagBatch = ‘NO’;

//未标记批次

②   i f  curBatchNum = defBatchNum then set
tagBatch = ‘ALL’; //已标记批次, 且该批次人数达到预

设人数

③   i f  curBatchNum < defBatchNum then set
tagBatch = ‘PART’; //已标记批次, 但该批次人数未达

到预设人数

④当各评委评分操作完成状态字段均变更为

“YES”或“FINAL”状态时, 需要即时将当前数据记录的

标记字段 tagBatch 更新为“FINAL”, 表征该考试批次

评分已完成. 系统采用 DML 触发器实现该功能, 核心

代码如下:
update a set a. tagBatch=‘FINAL’ from score as a

inner join inserted as b on (a.id=b.id) and ((charindex
(‘Yes’, print01)+charindex(‘FINAL’, b.print01)

+charindex(‘Yes’, print02)+charindex(‘FINAL’,
b.print02)

+charindex(‘Yes’, print03)+charindex(‘FINAL’,
b.print03)

+charindex(‘Yes’, print04)+charindex(‘FINAL’,
b.print04)

+charindex(‘Yes’, print05)+charindex(‘FINAL’,
b.print05)

+charindex(‘Yes’, print06)+charindex(‘FINAL’,
b.print06)

+charindex(‘Yes’, print07)+charindex(‘FINAL’,
b.print07)

) =@ judg eNum) ;   / / s c o r e 为成绩数据库表 ,
@judgeNum为存储评委人数的变量

3.2   核心模块

专业考试评分子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所有成

绩数据在该模块产生. 系统专业考试评分界面如图 4
所示.

专业考试评分界面主要包括评委信息、量体数据

显示区域、当前批次出场号显示区域、评分区域、数

字键区域等组成部分. 其中, 当前批次出场号显示区域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9 年 第 28 卷 第 7 期

88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http://www.c-s-a.org.cn


按顺序列出当前考试批次的所有出场号, 待评分考生

对应的出场号处于选中状态, 当评委完成当前出场号

的评分后, 系统自动选中下一个出场号. 量体数据显示

区域向评委展示当前出场号对应考生的量体数据信息.

评分区域包含形体测试、模特技巧测试、身体协调性

测试与口试 4 个成绩项. 为了方便评委在平板上进行

评分操作, 设置了不吸收焦点的数字键区域. 图 5所示

为专业考试评分执行流程.
 

量体数据
显示区域

当前批次
出场号显示区域

评分区域

数字键区域

评委信息

 
图 4    专业考试评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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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专业考试评分执行流程

 

各评委评分操作独立进行, 互不影响. 当评委采用

预先分配的口令成功登录后, 系统首先初始化评分界

面, 主要检索信息有: (1) 当前考试批次的出场号顺序

列表; (2) 选中最小且未评分考生对应的出场号, 查询

并展示该出场号对应考生的量体数据信息; (3)评委信

息. 然后, 正式考试开始, 评委根据考生考试情况逐项

进行评分操作. 当评委需要对当前考试批次已评分的

成绩数据进行调整时, 则可以自由回退选中相应的出

场号, 系统检索并展示之前的成绩数据, 评委根据实际

情况修改对应的成绩. 如果当前考试批次评分全部完

成, 发送打印指令功能将开启, 评委即可发送打印指令,
表征评委对当前考试批次评分结束, 系统已经能够打

印评委对当前考试批次的评分报表.

4   系统应用情况

本文提出的面向服装表演专业的单招考试管理系

统已经成功应用于西安工程大学 2017 年度、2018 年

度艺术类表演 (服装表演方向) 专业的单招专业课考

试, 顺利在哈尔滨、兰州、郑州、晋中、潍坊、石家

庄、西安等城市考点全面开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大
大减轻了考点工作人员的负担, 提高了单招考试工作

效率, 进一步有效提升了信息化管理水平. 同时, 从计

算机技术应用与实践的角度出发, 本文的系统设计与

实现方法以及采用的关键技术, 可以为通用考试管理

系统的构建与优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5   结论

在艺术类高校中, 服装表演是一门独具魅力与发

展潜力的特色专业, 因而该专业的单招考试备受关注.
然而, 该专业单招考试的组织管理工作内容艰巨复杂,
目前的信息化管理层次较低.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研发

针对服装表演专业的单招考试管理系统, 以服务于考

试组织机构及考点工作人员. 实践证明, 本文提出的面

向服装表演专业单招考试管理系统的解决方案切实可

行,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较高的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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