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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目的 

本报告目的在于明确说明“微签”各功能的实现方式，指导团队进行

编码，并解决实现该系统的程序模块设计问题。保证软件开发的质量、需

求的完整与可追溯性，在需求方面让业务需求提出者与需求分析人员、

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及其其他相关人员达成共识，同时也作为软件总体

测试的依据。 

1.2 文档约定 

本文档按以下要求和约定进行书写： 

1、标题最多分三级，分别为黑体小二、黑体三号、黑体小三，标题均加

粗。 

2、正文字体为宋体小四，行距 20 磅。 

3、需求优先级说明：每个需求陈述都有其自己的优先级。 

1.3 适用人群和阅读建议 

1、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可以根据该文档了解预期产品的功能，并据此进

行系统设计、项目管理。 

2、 设计员：对需求进行分析，并设计出系统，包括数据库的设计。 

3、 程序员：配合《设计报告》，了解系统功能，编写《用户手册》。 

4、 测试员：根据本文档编写测试用例，并对软件产品进行功能性测试和

非功能性测试。 

5、 用户：了解预期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并与分析人员一起对整个需求进

行讨论和协商。 

 

在阅读本文档时，首先要了解产品的功能概貌，然后可以根据自身

的需要对每一功能进行适当的了解。 

1.4 项目范围 

“微签”适用于帮助老师打造一个智能精准的课堂签到环境，利用

各种反作弊功能精准确定学生的出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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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描述 

2.1 产品愿景 

微签是一款轻量化的签到软件，体积小、效率高、易上手。 微签将

成为教师课堂的好帮手，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好伙伴。 
 

2.2 产品特性 

微签是一款体积小、效率高、易上手的软件。同时具有人脸识别、定

位、签到码实时更新等多种反作弊手段。 

对教师而言，能够利用微签打造一个智能精准的课堂签到环境，营

造良好课堂出勤氛围。对学生而言，能够防止学生作息紊乱、避免迟到旷

课现象，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作息，正常出勤。 

2.3 用户类型和特征 

用户包括教师和学生两种类型。 

教师具有以下特征：由于传统的课堂签到模式占用课堂教学时间，

影响教学任务，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代签代课现象，使得课堂出勤存在

虚假性。教师一直希望能有一种工具来解决上述问题。 

学生具有以下特征：部分学生可能出于某些原因，企图旷课，或者代

签代课，“微签”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代签代课，同时可以精准的找到

未出勤学生，让学生按时出勤，认真上课。 

2.4 操作环境 

前端环境 微信小程序 

后端环境 
Ubuntu 18 

Python 3 

 

2.5 设计和实施约束 

时间约束 开发时间约为 6周 

人员约束 前端 4人，后端 4人 

技术约束 
适用微信开发者工具和 python 语

言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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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用户文档 

将与软件产品一同交付的用户文档如下 

用户手册 电子版 

常见问题解答 电子版 

 

2.7 假设和依赖 

本项目是否能够成功实施，主要依赖于以下的假设： 

（1）团队成员的积极合作配合，为了项目的开发和实施，对个人时间进

行合理规划同时为团队做出合理牺牲，配合队友完成任务。 

（2）团队成员积极学习，努力掌握先进的能够适用于该项目的技术，这

是系统的性能是否优化和项目能否成功的保证。 

（3）团队项目的设计是否合理，这是实现难易程度的根本。 

（4）假设项目需求在确定后不会有较大的改动。 

（5）假设成品能极大程度地还原原型设计。 

3. 外部接口需求 

3.1 用户接口 

3.1.1 学生 

我的课程：可以查看课程信息。 

查看课程信息：可以查看当前课程的历史签到、退出课程、如果当前

课程已开启签到，则可以由此进入签到界面。 

加入课程：通过输入班级码或扫码进行签到时，需要先加入课程。 

扫一扫：扫码进行签到。 

个人中心：编辑个人资料 

签到： 点击签到按钮，进行签到，通过反作弊验证后完成签到。 

 

以下是各个用例的文字描述： 

用例 1：登录。 

主参与者：教师（点名者）、学生（被点名者）。 

情境目标：通过微信账号登录小程序，实现账号绑定，并且填写个人

资料。 

前提条件：参与者的设备必须能够联网；参与者拥有微信账号。 

触发器：进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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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1. 跳出微信授权登录窗口。 

2. 用户授权同意登录。 

3. 登录成功。 

异常处理： 

1. 用户拒绝授权登录——提示“登录失败”，重新登录 

优先级：必须实现 

 

用例 2：填写或更改个人信息。 

主参与者：学生（被点名者）。 

情境目标：通过微信账号登录小程序，填写或更改个人资料。 

前提条件：参与者的设备必须能够联网；参与者拥有微信账号；参与

者已登录。 

触发器：用户手动点击；课程签到时发现没有填写个人信息。 

场景： 

1. 用户填写信息 

异常处理： 

1. 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优先级：必须实现 

 

用例 3：学生加入课程。 

主参与者：学生（被点名者）。 

情境目标：通过老师发布的课程信息加入课程。 

前提条件：参与者的设备必须能够联网；参与者拥有微信账号；学生

已经登录小程序；学生已经填写了个人资料。 

触发器：老师发布课程信息。 

场景： 

1. 学生进入微签小程序。 

2. 通过微信账号登录小程序。 

3. 通过扫描二维码、输入教师发布的课程码进入课程详情页。 

4. 学生加入课程。 

5. 小程序提示：加入成功。 

异常处理： 

1. 没有微信账号——微信账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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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3. 没有填写个人资料——参看用例“填写个人信息” 

优先级：必须实现 

次要参与者：教师 

次要参与者的使用方式： 

1. 教师：发布签到 

 

用例 4：学生查看已加入课程。 

主参与者：学生（被点名者）。 

情境目标：查看已加入课程。 

前提条件：学生已经登录。 

触发器：点击“我的课程”。 

场景： 

1. 学生点击“我的课程”。 

2. 显示已加入课程。 

异常处理： 

1. 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优先级：实现基础功能之后实现 

 

用例 5：使用微签小程序进行签到。 

主参与者：学生（被点名者）。 

情境目标：通过老师发布的课程信息进行签到。 

前提条件：参与者的设备必须能够联网；参与者拥有微信账号；学生

已经加入了课程。 

触发器：老师发布的课程信息让学生签到。 

场景： 

1. 学生进入微签小程序。 

2. 通过微信账号登录小程序。 

3. 通过扫描二维码、输入教师发布的课程码或者查看我的课程进入

签到界面。 

4. 成功通过反作弊验证。 

5. 小程序提示：签到成功。 

异常处理： 

1. 没有网络——参看用例“签到失败处理“。 

2. 没有微信账号——微信账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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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生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4. 学生没有加入课程——参看用例“学生加入课程”。 

5. 没有通过反作弊验证——参看用例“签到失败处理”。 

优先级：必须实现 

次要参与者：教师 

次要参与者的使用方式： 

1. 教师：发布签到 

 

用例 6：学生查看签到记录。 

主参与者：学生（被点名者）。 

情境目标：查看签到记录。 

前提条件：学生已经登录；学生已加入课程。 

触发器：点击已加入的课程。 

场景： 

1. 学生点击已加入的课程。 

2. 显示签到记录。 

异常处理： 

1. 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2. 没有加入课程——参看用例“学生加入课程”。 

优先级：实现基础功能之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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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教师 
 

如图 1 和图 5所示。包括以下功能界面。 

创建课程：新建课程。 

查看课程信息：查看已创建的课程。包括历史签到统计和创建签到。 

创建签到：如图 6所示，设置好签到后，发布签到。签到界面还包括

签到统计、补签（如图 7所示）。  

 

以下是各个用例的文字描述： 

用例 7：教师创建课堂 

主参与者：教师（点名者）。 

情境目标：教师创建新课堂。 

前提条件：教师已经登录。 

触发器：用户手动点击。 

场景： 

1. 用户填写信息。 

异常处理： 

1. 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优先级：必须实现 

 

用例 8：教师查看我的课堂 

主参与者：教师（点名者）。 

情境目标：教师查看我创建的课堂。 

前提条件：教师已经登录。 

触发器：用户手动点击。 

场景： 

1. 用户点击“我的课堂”。 

2. 显示已创建课程。 

异常处理： 

1. 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优先级：必须实现 

 

用例 9：教师查看历史课堂 

主参与者：教师（点名者）。 

情境目标：教师查看课堂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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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教师已经登录。 

触发器：用户手动点击。 

场景： 

1. 用户点击课堂名称。 

2. 显示课堂历史签到记录。 

异常处理： 

1. 没有登录——参看用例“登录”。 

优先级：必须实现 

 

用例 10：教师查看签到统计 

主参与者：教师（点名者）。 

情境目标：教师查看已签到和未签到名单。 

前提条件：教师已经登录，课堂已创建。 

触发器：用户手动点击。 

场景： 

1. 用户点击课堂时间。 

优先级：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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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需求分析模型 

 
图 1. “微签”总用例图 

 

 

图 2. 学生端总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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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加入课程状态图 

 
图 4. 学生签到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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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教师端总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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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教师端发布签到状态图 

 

 

图 7. 教师端发布补签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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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原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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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硬件接口  

支持的硬件类型 手机、电脑 

使用的通讯协议 HTTPS协议 

 

3.3 软件接口  

操作系统 安卓、IOS 

数据库 SQL数据库 

工具 微信 

3.4 通信接口 

网络通讯标准或者协议 TCP/IP协议、HTTPS协议 

通讯安全和加密 
适用 HTTPS协议等技术，对通信信息

进行加密 

 

4. 其他非功能性需求 

4.1 性能需求 

用户数量 10000 

系统支持的并发操作数量 100 

响应时间 2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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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需求 

内存 64M 

磁盘空间 128M 

数据库中表的最大行数 256 

 

4.2 软件质量属性 

4.2.1 可修改性 

1、局部化变更 

局部化意味着实现“模块化”思想。本软件坚持设计模式中的“单一

职责原则”的设计原则。一个模块只完成一个部分，使每一个模块责任单

一，防止职责过多引起整体变更时的繁琐，复杂，主要表现在类、函数、

方法和接口的时候，实现“高内聚，低耦合”。 

2、防止连锁反应 

尽量防止修改被调用的函数或类影响到调用他的函数。包括以下措

施： 

（1） 信息隐藏。信息隐藏就是把某个实体地责任分解为更小地部分并

选择哪些信息成为共有，哪些信息成为私有的。 

（2） 维持现有的接口。该战术的模式包括添加接口、添加适配器、提

供一个占位程序。 

（3） 限制通信路径。限制与一个给定的模块共享的模块，减少联系，

一旦变更影响会小很多。 

（4） 使用仲裁者。插入仲裁者来管理依赖之间的关系，就比如数据库

的使用，通过数据库来管理不同的数据信息。 

 

4.2.2 可测试性 

可测试性的目标是允许在完成软件开发的一个增量后，轻松地对软

件进行测试，从而发现错误。 

1、管理输入/输出 

（1）记录/回放。指将捕获跨接口地信息，并将其作为测试专用软件

地输入。 

（2）将接口与现实分离。将接口与实现分离允许实现的代替。 

（3）特化访问路线/接口。具有特化的测试接口允许通过测试工具

并独立于其正常操作，来捕获或指定组件变量的值。 

2、内部监视。组件可以维持状态、性能负载、容量、安全性或其他



16 

 

可通过接口访问的信息。当监视状态被激活时可以记录事件。例如可以

使用编译器控制台实时显示程序运行时的各种查询或输入输出结果，一

遍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