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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本情

况

项目选题来源
（自立项目或教师科研课题的子项目）

自立项目

依托单位或合作单位
（实验室、研究中心、中小学机构等）

无

一、项目计划达到的目标和内容

本项目重在关注近年来我国旅游业的具体发展与学生群体的特点，把握市场机

遇，充分考虑以学生群体为主的多人旅行的特点，如安全性、趣味性与社交性等，

计划开发一款面向成年学生群体与青年工作群体的交互性智能旅行规划助手小

程序软件。

通过考量用户对出游方式、出游时间、出游预算等个人偏好，并结合景点地点、

类别等多元数据，我组将提供可供协同编辑的行程搭建模板。本项目以多人同步

编辑的交互形式，借鉴了华师大选课系统投豆子的趣味方式，运用在协同行程的

决定上，更添一丝博弈的快感，为用户带来新奇的体验。同时，我们将结合用户

旅行偏好、愿望清单等信息综合进行个性化推荐，使软件更加智能化。为充分考

虑用户旅途中的安全性，整套旅行计划内包含成员信息、物品准备等多项内容，

通过表格或清单进行呈现，并搭建出符合小组各成员旅行愿景的旅行计划。此外，

我们还计划实现诸如随机抽签、悄悄话等趣味功能，小相册、旅记簿等记录功能，

让用户在旅途中拥有更沉浸的旅行享受。

本项目在第一年项目开发周期内，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分析问卷结果并以大众

意愿来不断优化小程序的发展方向。我组将通过确定产品的方向和创新点，开发

一款微信小程序，陆续实现上述功能，先以国内重点旅游城市开始建立景点数据

库，推广其在成年学生与青年工作群体内的使用。后续随着用户体量的增加，陆

续对已有功能进行优化跟进，并尝试增加更多国内的旅游景点数据，向更多旅游

用户群体进行开放。

二、研究进展和当前成果（2000 字以内）

1. 多角度综合开展调研，分析用户需求偏好，明确项目方向和创新点

本项目在初期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的调研，多维度多方面对比当前

研究的利弊，为前期研究工作进展铺垫。同时，本项目在第一个开发周期内，设



计问卷针对项目需求的多个重要点着重分析，利用 MECE(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原则，确立目标人群，经过前期访谈，了解用户需求偏好，

综合考虑多个变量因素设计问卷。问卷回收和分析过程中，有效进行问卷有效性

检验和数据分析，反思总结并完善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重要需求点。

2. 依据调研数据和项目设计目标，拟定数据收集计划

总结问卷调研数据，拟定小程序初步的基础旅游数据需求，综合考虑数据收

集系统中各个模块的调度，结合人工筛选和设置过滤词的方法，同时，对收集到

的数据设计做数据预处理，统一数据传输接口和开发模式。

3. 初步完成 UI 设计，项目前端搭建完成

整理分析调研数据，本项目分析用户人群喜好设计风格，遵循交互设计原则，

在一个开发周期内，项目清晰构建和划分功能模块，制定设计规范、控件规范和

交互规范，使用 Figma完成小程序 UI设计。同时，利用微信小程序开发工具实

现 UI设计页面和基础交互，拟重构 Vue框架跟进前端，并结合后端逐渐完善项

目。

4. 针对项目关键点讨论分析，拟定交互制的行程搭建方式讨论实现形式

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调研数据，基于华师大选课系统使用意愿值选课的灵

感，本项目的交互制行程搭建方式拟通过表格或清单进行呈现，同时利用权重制，

多层分析模型得出最优结果，并搭建出符合小组各成员旅行愿景的旅行计划。

5. 搭建云数据库，并构建后端项目框架和数据库连接

明确交互系统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拟定后端数据库设计计划，使用MySQL
数据库并明确数据库表字段，和表之间的关系。同时，部署数据库到云服务器上，

并搭建 SpringBoot后端项目框架，配置后端接口测试可视化工具 SwaggerUI，成

功连接数据库，拟商定前后端 API调用接口数据形式并完善后端项目开发。



三、项目创新点（项目实施过程中使用的新方法或者项目特色，600 字以内）

1.交互制的行程搭建方式

为了便于成员间沟通，避免由个人规划所带来的片面性与单一性，在行程搭建的

过程中引入了由成员分配意愿值、并依据意愿值敲定景点的模式，让每一位成员

体验旅行规划的乐趣，与友人之间的博弈也能增添行程搭建过程的趣味性。

2.针对性的行程规划模板

充分考虑成年学生群体与青年工作群体在旅行中的多种特点，如旅行节奏较快、

行程变化频繁、出行经费限制等，利用机器学习在行程中包含计划变更、备用日

程、分工、账单等功能的设计，并且根据旅行目的地给出相应的出行建议，尽量

为该类群体提供周详、完备、具体的行程规划，能对旅途中的变化做出充分准备。

3. 疫情下的智能旅行助手

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通过数据爬虫获取各地疫情状况、防疫政策等信息，同时

也对当地各大医院的开诊情况进行整理，尽量避免由于疫情导致的旅行中的不愉

快。除此之外，通过景点标签设计等技术收集用户旅行偏好数据，在行程规划时

提供现有的行程推荐；对同行者诸如过敏、忌口的情况，根据餐馆标签给予行程

路线途中合理的美食推荐等，在出行各个阶段体现智能化。

4.沉浸式的行程经历体验

青年学生、上班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能够抽出闲暇时间多人旅行是增进与同学、

同事之间友谊的良好契机。因此多人旅行的体验感、参与度、社交性等特点都是

多人旅行带给人们最独特的精神价值。软件内提供旅行中可能会用到诸如随机抽

签、悄悄话的趣味小功能，相册、旅记等旅行记忆记录功能能让用户拥有更沉浸

的旅行享受。



四、研究心得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得失成败，如在创新思维和成长方面有何收获，有何值得借

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等，2000 字以内）

1. 从“有”到“有”（创新思维）

由于本程序旨在实现不同成员之间针对同一旅行计划的增删改查，我们小组成员

开展了几次研讨会讨论交互的实现方式，尝试仿照改进现用流传较广的交互方

式。

（1）金山文档式的在线共同编辑：可以实时在线看到所有人的计划清单。但参

考先前金山文档等的使用经历，会发现小程序易出现大量延迟卡顿现象，体验感

差；且这种文档式填写会导致填写、删除内容的重复性高，易造成冲突；普通的

文档页面太过单调，无法抓住用户的审美心理；共同编辑分散性过大，难以实现

有效整合。

（2）Github式的推拉修改：归并修改集中在组长手中，易于控制计划的完整可

执行性。但每一个人推送分支计划时，都需组长审核是否 merge，工作量大；不

同分支之间也可能冲突性强，难以归并；且展示时只能展现最终计划结果，小组

其他成员不便知道其他人计划并发表自己的感想，趣味性低。

（3）贴吧式评论建议：可以方便得知每个成员对于某一计划的意见反馈，便于

生成最终计划。但计划条数较多、评论较多时，爬楼寻找某计划较麻烦。

所以最终综合考虑便利性、集权性、趣味性、共享性，以及借鉴华师大惯有的博

弈式抢课方式，最终确定计划生成的交互方式：

（4）博弈抢课式下注投票：实现以愿望单的方式收集各成员的计划清单，并在

投票页面公布，各成员持 200总愿望豆为自己心仪的计划下注。由成员分配意愿

值，并依据最终意愿值大小敲定旅游景点，让每一位成员体验旅行规划的乐趣，

与友人之间的博弈也能增添行程搭建过程的趣味性。

经验教训：在最终方案敲定之前要积极参与讨论、列举出不同的方案，比较他们

的优缺点以及可行性，在小组成员的冲突辩论之中获得经验，创造灵感。创新并

非从无到有，平地起高楼，创新可以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我们要善

于利用已有的知识成果，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质疑修改，最终完善出属于自己的

方案。

2. 学会规划（成长磨合）

在双创项目确立初期，由于面对问题多而杂乱，且对某一功能使用的方式不够明

确，知识点陌生，成员们一度茫然无从下手，不知该从何处学起，所以大家或学

的浅而杂，用处不大；或学错方向；或觉得无处可学而间歇性放弃。最终导致项

目无限期停摆。

很快大家发现不能如此下去，于是包括咨询老师、寻求有经验的学长学姐帮助、

根据已有经验：

（1）为各成员指定初步计划，大家先分工学习并初步实践相关一些较简单的内

容。譬如在某成员设计出初期的 UI 界面、另一成员据此搭建出初步的前端框架、



其他成员分别实现数据库的搭建、对相关景点的爬虫以及后端服务器的搭建等。

于是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明确，各自对于所学知识更有目标和信心。

（2）查找资料、询问前辈等，细化各自所学知识点。譬如 Figma实现 UI设计、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程序前端实现、BeautifulSoup爬虫技术、MySQL数据库

建立、SpringBoot后端框架等。

（3）同时，通过设立 deadline、时常在群内交流各自最新成果等机制，使各自

都具有紧迫性，督促大家尽量按时完成自己这一部分的学习实践任务。同时多多

交流也有助于促进灵感以及完善相关内容，并且在冗长的学习生活种调节身心，

也有利于成员之间互相支持鼓励和更好地了解磨合。

（4）之后，各成员对自己这一部分的任务再度细化，以前端页面制作为例。

Figma设计页面只需考虑页面的展现以及某一页面的美观度，但前端制作需要衡

量页面的实现方式、页面之间的跳转方式、与后端的连接、某一功能对 API的
使用以及页面的卡顿等等，如果制作每一个页面时都要求面面俱到，无疑非常困

难。所以为自己分类制定计划：先从功能少、实现简单的页面开始，熟悉页面制

作的各个函数以及 API的使用；然后将关联性不强即无需 tabbar等跳转方式的页

面制作完成，并且在需要与后端连接的位置留下#TODO#list以便后续查找；接

着先把页面之间关联的 tabbar制作完，方便页面的管理以及跳转的修改，再具体

实现每个页面的实际功能；最后在所有页面初步框架搭建结束后，与后端连接并

进一步修改。同时，为了保持新鲜感和愉悦度，无需集中性一日做大量的页面内

容，而可以改成每日实现一部分功能之类的。

经验教训：人在面对大量未知知识时很容易出现疲倦、放弃等情绪，所以要认真

聆听长者的意见，学会分工，学会细化任务，学会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学会给自

己制定时间表以及设置 ddl，帮助自己在新鲜知识的刺激以及简单成功实践的骄

傲感和终点线的敦促下，找到合适自己的节奏，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同时，团

体间的交流会有效激励自己，也提高小组间的凝聚力和参与度，增进我们的感情

和默契。



五、项目组成员

姓名 学号 专业 项目研究中承担的主要任务

曹天怡 10205501416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项目负责人

孙恬 10195101468 软件工程 项目成员

彭威 10205101410 软件工程 项目成员

方蕴仪 10205501437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项目成员

郑勤 1020550143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项目成员

六、经费使用情况及下一步研究计划

（培育阶段经费的使用情况及下一步研究计划，2000 字以内）

1、经费使用情况

1) 服务器租赁 800元

2) 市场调研 100元

2、下一步研究计划

1) 在 Ul设计的基础上，继续使用 vue完善前端的构建，进一步实现业务

逻辑和主要功能。

2)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使用 BeautifulSoup爬虫技术爬取更多城市的旅游

景点周边数据、地理位置、防疫政策等相关基础信息，使小程序适用范围更

广，提升使用体验。

3) 完善数据库模型的设计，使用MySQL 建立关系表，规定相关约束。

使用 SpringBoot后端框架连接MySQL数据库，遵循 RestfulAPI规范编写相

关接口，结合 SwaggerUl和 Postman进行单元接口测试。

4) 利用启发式搜索算法技术实现路线推优并结合数据可视化对旅行中的

信息进行统计展示，合理利用路径算法与加权设计，为用户提供更加可行且

舒适的旅行时间表；通过半监督学习对多样的景点、行程进行归类，使其与

用户旅行偏好匹配度较高，使推荐的旅行计划更具有针对性。

5) 项目实现中前后端分离开发，跨域配置连接前后端，并使用 Nginx技
术配置到云服务器实现应用，连接前后端。

6) 基于数据可视化相关知识，展现地图标记的旅行计划中多个地点之间



的路径信息，使路线更生动直观、具有观赏性。

7) 将小程序正式投入运营，收集反馈意见，并进行改进和优化。

七、指导教师意见（请对项目进展情况作出评价，并对下一步研究计划提出建议）

项目设计了一个交互式智能旅行计划生成助手，已基本完成前期 UI设计和功能

设计，前端开发完成约 40%的工作量，后期将逐步完善后端服务，建议对项目设

计初期的多项目标进行筛选，精简出有特色的部分，前后端同步推进，加快实施

进度。

指导教师（签字）：

2022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