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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通用题库系统管理软件
`

刘 众
(盐城工学院电气工程系

,

盐城
,

2 2 4 。。3)

摘 要 介绍 了 V F P S
.

。 软件的基 本特征
,

提 出 了用 V F P S
.

o 开发题库 系统 管理软件
,

对 该

软件的设计过程进行 了介绍
,

阐述 了 V F P S
.

。 中的 项 目管理器
、

表单生成器
、

报表设计器和 菜

单生 成器等工具的使用
,

重点介绍 了选题表单 的设计 以及编程
。

关键词 计算机辅助教 学 题库系统 项 目文件

分类号 T P 39

V F P S
.

O 的基本概况和特征

F o x P or 是我 国常见的数据库编程大众化语

言
,

它为我国经济建设带来 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效

益
。

从 早 期 D O S 环 境 的 F o x
rP o2

.

。 到 现 代

W i n d o w 多任务环境下的 F o x P r o 2
.

6
,

F o x P
r o 3

.

O

都 起 了 非 常 大 的 作 用
。

1 9 9 7 年
,

微 软 推 出 了

V I S u a l F o x P r o s
.

o
,

以适 应共享系统资源
,

建立更

加丰富的
、

交互的
、

动态式的应用程序的需要
,

并

支持 I n t e r n e t 技术
,

V IS u a l F o x P r o s
.

o ( 以下简称

V F P S
.

0) 除了具备早期版本 V F P 的基本特征外
,

在其 集成环境
、

数据库结构
、

系统资源利用
、

面向

对象设计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改进和加强
。

其基

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

1 升级容易

早期版本 F o x P or 程序所设计的数据库和应

用程 序
,

根本不需要做改动就可直接在 V F P S
.

o

下运行
。

1
.

2 更强大的数据库管理功能

在数据库管理方 面
,

通过内建的 O D B C 驱动

程序几乎可存取任何数据库
;

具备管理更大数据库的功能
;

可利用 O L E 控制来连接其外程序
;

具有强大的查询设计工具和视图文件设计工

具 ;

可直接指定索引和具备表层次的数据验证规

则
。

1
.

3 面向对象设计能力

支持面 向对象特性
:

继承性
、

多态性和 封装

性
。

1
.

4 功能更强大
、

使用更方便的向导机制

在 V F P S
.

。 中具备了数据表
、

查 询
、

界面 文

件
、

交叉表格
、

图表
、

文档处理等向导
。

1
.

5 加强了程序设计工具

在 V F P S
.

0 中增强了程序的设计工具
。

包括
:

排列程序代码
、

程序行 自动加颜色
、

过程
、

方便的

多行注解
、

获得部分代码的焦点
、

有用的字串查找

等等
。

2 设计过程

本文设计的题库管理软件
,

就是在 V F P S
.

0

上开发的
,

与这项设计密切相关的特点有如下几

占

2
.

1 用向导 (W i z a r d )和生成器 ( B u i l d e r S )快速获

取结果
,

这个 系统在 V F P S
.

O 中开发执行公共任

务提供循序渐进 的操作指令 B iu M e sr
。

它能帮助

用户设计满足规范要求的控件可视化工具
。

2
.

2 用工具条进 行操 作
,

工具 条能包含 多种按

钮
。

这些按钮代表经常执行的公共任务或者经常

使用的对象
。

用户还可以为应用程序定制工具条
。

2
.

3 用设计器 ( D e is g en sr ) 创建应用程序部件
,

如果使用向导和生成器无法得到更多的控件
,

还

可以使用 D es ig en sr
,

它为系统提供了一个图形界

面
,

由此可以创建应用程序部件
。

收稿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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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不用编程创建应用程序界面
,

V F P S
.

0 提供

了功能强大的控件
,

用户通过表单设计器 (F or m

D e s i g n e sr ) 无须通过编程就可以创建应用程序界

面
。

2
.

5 使用项 目管理器 ( p r o j e e t M a n a g e r )管理项

目开关
,

通过它用户可以集中创建和管理应用程

序的所有 内容
,

此外还可以访问向导
、

生成器
、

工

具条以及其它使 V F P S
.

。 易于使用的工具
。

本文设计的题库设计具有人工出题
,

生成试

卷并打印试卷
、

答案等功能
。

操作简单
、

方便
、

灵

活
、

运行速度快是本次设计的一大特色
。

在设计过

程中
,

本文多次使用了向导
、

生成器等工具
。

设计

的步骤如下
:

项 目管理的 创建

将所有创建的文件分成几类
,

分别放在不同

的文件类别标签中
,

这样就可以组织相关的表单
、

报表
、

数据库菜单等其它文件
。

表单的创建

由于 V F P S
.

o 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表单设

计器
,

使得设计表单的工作变得又快又容易
。

在项

目管理器中打开文档类
,

再进行创建
。

表单设计器

中具有多种工具栏
,

可以通过
“

表单控制
”

工具栏

向表单中添加控制
,

以满足 自己设计的需要
。

由于

表单具有很好的图形界面
,

我们可以定义属性
、

数

据环境来创建自己满意的表单
。

表的创建

在 V F P S
.

o 中
,

表或
.

D B F 文件 可以属于某

个数据库
,

也可以是与数据库无关联的自由表
。

在

设计表的过程中
,

最好将表创建在数据库下
,

这样

用项目管理器来管理
、

组织表 比较方便
。

在创建表

时
,

要确定需要在表中了解哪些信息
。

如本文设计

的题库管理 系统
,

因需要 了解试题的章节号
、

类

型
、

难度
、

题 目
、

答案以及图等信息
,

所以在表中必

须包含这些字段
。

图 1 项 目管理器

项 目管理器是 V F P S
.

。 中处理数据和对象的

主要组织工具
。

在 V F P S
.

O 中包括 40 多种不同的

文件格式
,

要实现对这些文件进行管理
,

确实是一

件不太容易的事
。

V F P S
.

0 的集成环境提供了用于管理和组织

这些文件的项 目管理器
。

通过项 目管理器可以非

常方便地组织和规化这些文件
。

在设计过程中
,

首

先创建一个项 目管理器
。

田 3 试赳表

视 图的创建

视图是当今数据库设计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数

据组织方式
。

通过它可以实现快速查找
,

并根据需

要输 出相关数据
。

视 图可以从几个数据表文件中

选出满足条件的记录
,

其结果是实际的记录
,

可当

作数据表使用
。

本次设计建了四个视图
,

章节号视

图
、

类型视图
、

难度视图以及试卷视 图等
。

前三个

视图是用来对试题进行筛选过滤
,

选 出满足要求

的试题
。

试卷视图是用于显示生成试卷的视图
,

包

含题号
、

题 目
、

图三个字段的信息
。

报表的仓
,

l建

若要在打 印的文档中显示并总结数据
,

就 需

要使用报表
。

报表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

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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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FP S
.

。开发通用题库系统管理软件

和布局
。

数据源通常是数据库 中的表
,

也可以是视 字符
、

三个下拉组合框
、

二个命令按钮
。

图
、

查询或临时表
。

布局定义 了报表的打 印格式
。 “

A
”

字符的作用是在表单上显示不可更改的

创建报表时
,

可以使用向导
。

使用了向导后
,

就可 字符
,

具体方法是打开
“

A
”
字符属性

,

在 C aP t i o n

以使用
`

服表设计器
”

来添加控件和定制报表
。

可 项中输入相 应 的字 符
,

本文
“

A
”
字 符 一的 属性

根据自己需要使用相应的工具栏在适当的区域添 C aP
t l

on 项 为
“

请 选 择
” , “

A
”

字 符 二 的 属 性

加图
、

字段
、

标签
、

方框等
。

创建报表的 目的是为了 C aP it on 项 为
“

请 选 择
” , “

A
”

字 符 三 的 属 性

打印数据
,

故还必须给报表添加数据源
,

并利用菜 C aP lt on 项 为
“

请选 择
” , “

A
”
字 符 四 的 属 性

单更换不同的数据源
,

使一个报表布局同时为多 C aP lt o n 项为
“

请选择
” 。

个数据源服务
,

从而可以利用一个报表打 印多种 三个下拉组合框是用来分别显示数据库中三

试卷
。

个本地视 图的记录
,

为实现这个 功能
,

具体方 法

菜单的创建 是
:

用户在查找信息之前
,

首先看到的便是菜单
。

下拉组合框一的属性 R o w so 盯ce T y p e
项选

如果菜单设计得很好
,

那么只要根据菜单 的组织 择
“ 6一一 字段

” ,

属性 R o w so 盯 c e 项 选择
“

视 图

形式和内容
,

用户就可以很快地了解软件的功能
。

— 章节
”
字段

,

其它属性项选择默认
。

下拉组合

因此要很好地规化菜单
,

确定需要哪些菜单
,

出现 框二和下拉组合框三的属性 R o w ou er T y eP 项选

在界面的何处以及哪几个菜单要有子菜单等等
。

择 与 下 拉 组 合 框 一 的 相 同
,

而 它 们 的 属 性

我们在本次设计 中创建的菜单主要包括 显示 目 R o w so 盯 c e 项选择则分别是
“

视图二— 类 型
”
和

录
、

题库操作
、

人工出题
、

生成试卷
、

试卷操作
、

打
“

视图三— 难度
”

字段
。

印试卷
、

退出等菜单及其一些子菜单
。

实现了从开 二个命令按钮分别是
“
确定

”
和

“

退出
”

按钮
。

始 出卷到打印试卷一气呵成的功能
。 “

退 出
”

按 钮 的属 性项 C aP t ion 输入
“

退 出
” ,

其

限于篇幅
,

本文 仅重点介绍 ( 图 2) 选题表单 lC i ck 事件代码写入
:

( F o r m ) 的 设 计 过 程 与 程 序
:

表 单 是 V i s u a l R E L E A S E T H IS F O R M

F ox rP os
.

。 中常见的窗口
,

利用它创建可视化
、

具
“

确 定
”

按 钮 的属性 项 C aP t ion 输入
“

确 定
” ,

其

有交互能力的界面
。

利用表单设计器可进行表单 lC i c k 事件代码写入
:

的设计
,

其设计的主要 内容包括数据环境 的设置 w l ~ t hi
s

for m
,

co m b ol
.

va lue

和
`·

表单控制
, ,

工具栏的添加控制
。

数据环境设置 w Z一 r h ; s
f o r

m
, e o m b 0 2

·

v a l u e

的作用是在运行表单时
,

打开数据库表或视图
; 而 w 3一 ht isf or m

, c o m b o3
.

va lu e 乙各
司

设置局域变量

在表单关 闭或释放时
,

关 闭数据库表或视图
,

本表 se t as f e
yt

o f f

单的数据环境设置是采用数据环境设计器来添加 if n ot us de (
` y l3

`

) t h en

数据库表和三个分别对数据库 内题 目的章节
、

类 。 p en d at ab as
e C :

\z z
城 q 吕各

`

打开数据库

型
、

难度进行筛选的本地视图
;用

“

表单控制
”
工具 本文在设计过程 中得到 了盆城工学院计算中

栏对表单进 行的添加控制是项 目文件设计 的重 心鲁江老师的指导
,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点
,

本文采用
“

表单控制
”

工具栏添加 了四个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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