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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学生教学管理系统设计分析

王雪飞*
绥化学院，黑龙江� 152000

摘� � 要：在对一些听力存在困难的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想提高这些学生的学习水平，需要对其进行专业的管理。

首先教师应该根据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制定更加完善的教学管理系统，通过系统的设计和分析，对现有的教学方法和

内容进行改变，从而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进行系统应用时，还可以促进日常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以帮

助这一部分学生群体树立自信心，更好的进行知识内容的学习，促进学生群体进行更好的发展。因此，教师在进行日

常教学时，一定要重视教学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应用。本文就听障学生教学管理系统设计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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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进行听障学生教学管理系统设计时，相关人员一定要对这项系统设计的功能和作用存在正确的认知。实际上设

计这项系统，是为了帮助听障学生在进行课堂学习时，对知识内容进行更好的理解和掌握。这项系统的研发，可以

帮助听障学生在进行课堂学习时实现手脑的并用，并且通过人机的交互实现课堂的互动和交流，在进行这个系统应用

时，教师还可以对原有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进行改进和优化，通过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活跃课堂的学习气氛，使得听障

学生能够在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中进行学习。因此，教师一定要提高对这项系统应用的重视程度���。

二、系统设计特点

近几年我国的无线通信技术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在进行这项技术应用时，要想实现各个区域的通信数据接收和发

送，并且提高接收的效率和发送的速度。在进行设备设置时，就要遵循同样的标准进行设备的配置，这种标准属于一

种协议。开发人员要想实现协议，就必须根据相关的要求寻找相应的协议线。如图�所示，一般来说在进行网络系统

设计时，存在星型拓扑和网型拓扑两种类型。在进行网络系统设计时，存在较多的终端组成设备，还具有中央协调器

设备。其中，最小的终端设备类型比较多，既存在一些比较精简的设备，也有更加完整的设备���。

图1�系统设计

在进行管理系统设计时，主要存在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教师的无线发送模块和听障学生的显示模块以及无线通

信模块。在进行数据信息发送的过程中，教师所持有的终端，主要是给听障学生发送相关的教学指令，例如上课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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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课指令等，这样听障学生就可以通过震动的频率，对教师的指令进行理解。如图�所示，所以，在进行系统设计

时，设计人员要对听障学生群体特点进行深入的了解，并且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系统功能的设计。才能保证这

项系统在应用时，能够为这个学生群体提供更加的便利，使其能够更好的理解教师的指令，提高课堂学习的效率和质

量，帮助听障学生更好的进行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学习���。

�
图2�功能测试与完善

三、系统硬件设计方法

（一）教师终端设计

在进行系统硬件设计时，教师所持有的终端框架属于对话框，这种设计方式类似于我们办公软件中的对话框架。

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系统程序的运行不会受到教师和学生对话的影响，所以，系统程序的运行速率比较快。这个

系统在运行时更加的安全稳定。一般来说在进行终端操作时，界面上存在较多的提示栏，主要是对窗口的属性进行提

示。例如时间的管理功能和信息内容的显示进程、操作系统的使用功能等。设计人员在对终端功能进行设计时，可以

考虑用控制界面的按键来实现相关的操作，并且采用触屏式的操作模式。通过触摸反应装置，实现各种功能的操作。

教师在进行终端应用时，如果存在相应的需求，就可以进行设置，系统就会根据设定的函数进行数据信息的处理。如

图�所示，所以，教师在进行这个终端应用时比较方便，而且能够快速的下达相应的指令，可以与学生的终端进行联

合。在进行指令传达的过程中，可以保证学生能够快速的接收到这些指令，并且对指令的内容进行准确的理解，促进

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设计人员在对这个终端进行设计时，还应该根据现阶段教师的教学需求和教学内容的改

变，对终端的功能进行完善，确保终端在应用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课堂教学。因此，设计人

员要对终端的功能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才能提高终端的智能性。使得终端在应用时具备更加优越的性能，在操作

时更加的方便快捷，帮助教师对听障学生进行更加全面的管理���。

图3�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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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信模块设计

一般来说，在对无线通信模块进行设计时，主要的设计任务就是将教师课堂中下达的指令，通过无线通信设备发

送到学生的终端中，在这个模块运行的过程中，是依靠相应的函数来完成这些操作的。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

将一些上课用语通过设备进行发送和接收。如果在进行这个模块应用时，教师需要进行考勤，就可以将学生的姓名直

接输入到系统的数据库中，然后，查询这个学生的名字，这个学生就可以举手示意，实现考勤的操作。当然，在进行

通信模块设计时，并不仅仅是进行考勤的操作，还可以对课堂上的一些内容进行传达。在进行传达的过程中，可以实

现数据信息的快速发送和接受，而且能够将教师的终端与课堂上所有学生的终端进行联合。通过通信模块对信息内容

进行有效的传输，在传输的过程中，可以保证信息数据的安全。而且当前系统的功能比较完善，在进行这个模块应用

时，传输的速率比较快。在进行模块应用时，也可以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课堂内容的讲解，可以让学生对这些内容进

行较好的理解。因此，在对这个模块进行设计时，应该进一步提高模块应用的稳定性，还要对现有的系统数据库内容

进行完善和优化。在进行数据信息提取时，要实现实时提取的功能，并且对信息数据进行综合性的处理。在进行信息

数据应用时，可以为模块的运行提供有效的支持���。

（三）学生终端设计

在对学生的终端设备进行设计时，采用的是总线驱动的设计方式。这种设计方式与传统的设计形式相比较，设计

出来的终端设备功能更加的完善，而且对原有的接口数量比较小等问题进行了优化和改善。在进行终端设备应用时，

屏幕上只需要显示相应的文字，就可以根据应用的需求制作文字库。但是在进行终端系统设计时，要在系统中安装容

量比较大的520，要将这些提前准备好的文字信息存储到520中，才能保证终端设备的正常应用。因此设计人员在

对学生的终端设备进行设计时，要对设备的容量进行扩展，确保设备在应用时能够储存更多的文字信息。在进行系统

功能优化时，还应该对接口的数量进行增加，使得学生的终端设备能够与教师的终端设备进行有效的连接。在进行文

字信息接收时具备更快的速度，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课堂内容的学习。避免在进行课堂学习时，因为设备功能

的缺陷，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设计人员还应该根据现阶段听障学生的学习需求，对终端设备的功能进行扩

展，确保终端设备在应用时，能够满足听障学生的表达需求，帮助听障学生与教师进行更好的交流和沟通。使得学生

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对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

四、系统软件设计方法

（一）终端软件设计

在对教师的控制器设备进行设计时，不需要对设备进行重新的设置，只需要在设备原有的基础上，安装一些比较

简单的协议，就可以实现教师终端的优化。设计人员在对教师所持有的终端设备进行改进时，可以发现这个终端设

备在运行时，存在的缺陷是待机时间比较长，所以，设计人员要从这一方面对设备进行改进。要提高设备系统的运行

效率，确保系统的反应速度不断的加快，进一步提高设备的反应速度。在对终端设备进行优化时，设计人员还应该对

通信模块进行改进，通过引用更加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对原有的通信模块功能进行完善，使得通信模块在进行信息

数据传输时，具备更快的反应速度。还应该给教师和学生配置统一的设备，这样在进行信息数据接收时，就会具备更

好的反应能力。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教师只需要按下相关的按钮，就可以实时的传达自身的指令。学生也可以通过自

身所持有的终端对相关的指令进行快速的接收，然后对制定的内容进行理解，从而根据教师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进行这种终端设备应用时，可以帮助教师对学生进行实时的管理，而且在进行课堂教学时，也有利于教学内容的传

授。因此，设计人员要对终端设备中的软件进行定期的更新，使其在应用时具备更加完善的功能���。

（二）协调器设计

在进行管理系统设计时，协调器设备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是整个软件的核心内容。这种设备在应用时主要的作

用是，作为媒介将教师终端设备发出的信号信息传输到学生终端设备中，同时将学生做出的反馈信号传输到教师的

终端设备中。在进行这个部分设计时，设计人员一定要提高对整个设计环节的重视程度，通过应用更加先进的协调器

对系统功能进行完善，才能促进系统的顺利运行。使得系统在开展管理工作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在听障学

校进行系统应用时，主要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要想通过这个设备的应用来完成相应的任

务，设计人员就要对现有的协调器进行改进。在进行协调器设备应用时，如果反应速度比较慢，在进行指令和内容传

输时，就会导致传输的数据信息有误，接收到的信号也存在一定的误差。那么就无法帮助听障学生理解教师的教学意

图，听障学生也无法根据教师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反应，更无法回应准确的信号。所以设计人员一定要对这一部分的设

计内容存在正确的认知，并且融合现代高科技，研发性能更加优越的协调器。使得协调器在应用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

用，促进系统进行更好的运行，帮助教师传达课堂上的指令内容，确保听障学生能够对这些内容进行正确的接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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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反馈信号进行实时的传达���。

五、系统应用特点

（一）标准化特点

在对系统进行设计时，首先要遵循标准化的设计特点，因为这项系统的运行流程必须符合国家的设计标准。国家

对于这个系统具有明确的规定，系统的各个编码和出入库的格式必须符合国家的要求。所以在进行系统设计时，设计

人员一定要根据相关的设计要求，对系统的规格和型号以及运行方式进行准确的处理，才能保证系统的应用符合国家

的标准，确保这些系统在运行时更加的安全稳定。所以在进行系统设计时，设计人员应该对系统的功能和运行方式进

行反复的核对，管理人员还应该对系统的编码和出入库的格式进行确认，才能将相关的系统投入使用。如果在使用之

前没有对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导致系统的运行不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就会降低系统的运行效率，不利于系统的正

常应用。一旦教师在进行这项系统应用时，发现系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定要与设计人员和厂商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交

流，对存在问题的系统进行更换。才能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应用质量。使得教师在进行这项系统应用时，能够充分发挥

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帮助听障学生进行科目内容的学习。并且通过系统的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速率，使得学生能够

逐步树立对学习的自信心���。

（二）可靠性特点

在进行系统应用时，一般这种系统是应用到听障学生的教育中，而且系统的使用时间都比较长。所以在进行系统

设计时，设计人员必须制定严密的安全机制，并且对系统的权限进行分化，才能进一步增强系统应用的安全性，对外

界的恶意入侵进行有效的防避。当然，在进行这种系统应用时，不法分子也很难对系统的数据信息进行随意的篡改，

因此，这项系统在运行时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设计人员在对系统的功能进行设计时，也要遵循可靠性的设计要求，对

系统的权限进行全面的管理。并且对现有的安全机制进行优化，确保系统在应用时更加的安全稳定。避免系统在运行

时因为遭受外在的攻击，出现数据信息丢失等现象，影响了系统的正常使用。在对系统进行设计时，设计人员还应该

设置相应的防火墙，并且通过系统软件的自动杀毒，对系统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进行全面的排除，为系统的正常运行

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

（三）智能性特点

一般来说这种系统在运行时，智能性的特点比较明显。如果系统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软件管理的某一个环节出现

了异常情况，系统就可以及时的对管理人员进行警示。而且系统可以对恶意入侵等情况进行智能识别，并且对这些情

况进行紧急处理。在进行这项系统应用时，可以帮助听障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效率。而且系统的运行更加的高效，在

操作时更加的便捷，可以帮助听障学生对课堂知识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尤其是在进行一些指令传达时，这种系统的

智能性特征更加的明显。当然设计人员也要对现有的系统进行更新换代，确保系统的应用更加的先进，能够给予听障

学生更多的帮助，才能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应用效果。这种系统的界面比较美观，在使用时比较简单，而且系统的运行

模式也在不断的优化。在进行系统设计时，设计人员借鉴了电脑上的办公软件系统，因此，学生在进行系统使用时，

可以与教师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交流，在互动时更加的便捷。教师可以通过这项系统的应用，活跃课堂的学习气氛，使

得学生能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下，进行课堂内容的学习。因此这种系统在运行时具备更多的优势。

（四）扩展性特点

对于系统的扩展性特点来说，就是教师在进行课堂知识内容讲解时，如果指令内容出现了增加或者减少的情况，

只需要对程序进行简单的修改，就可以实现指令的更新。而且在修改时，各项操作程序比较的快捷，可以对相关的内

容进行实时的修改，也可以保证信息数据的传达更加的准确。所以对于听障学生的课堂学习来说，这项系统的应用具

备不可替代的功能特点，可以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听障学生的教学管理系统进行设计时，这项系统与普通的教学管理系统相比较存在一定的相似之

处，但系统的功能也存在较多的差异。这种系统在应用时，主要是为了方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促进教学

活动的开展，而且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相关人员在进行这种系统设计时，要对现有的系统功能进行完善和优

化，才能保证这些系统在应用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听障学生的课堂学习提供更多的便利。在进行系统应用

时，教师还可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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