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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食堂线上点餐系统的研究
马诗晴　梁樱子　刘丽丹　林诺贤　高嘉民　王雪琴 *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大学食堂传统的排队就餐方式存在许多就餐方面的问题，例如集中时段就餐会出现拥挤现象，大大降低

学生、教职工人员的用餐舒适感；无外卖配送服务；学生和食堂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等。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开发

出一款小程序，能实现“线上食堂”模式，由校园来提供预定餐，外卖服务，并且还提供学生与食堂之间交流的

平台，让大学食堂更好地为师生们服务，从而能让师生吃得更健康以及节省师生生活中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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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校园食堂比起外卖有着物美价廉、安全健康等优

点，但大学食堂传统的排队就餐方式存在许多就餐方

面的问题，例如人数爆满导致食品供应不足、用餐等

待时间长、拥挤、用餐体验差、运营效率不高、排队

混乱等。这些问题给期望在食堂就餐的师生带来了许

多不便。因此我们开发了该款小程序，可以实现用户

随时随地查看饭堂食品，选购菜品并下单后在预定时

间段去取餐，减少了用户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时也改

善了饭堂拥挤的问题，便于师生更好地用餐，给师生

建立了更好的就餐环境。

校园食堂还存在着难以和学生沟通交流的问题，

学生意见很难落实到具体。我们的小程序还提供了一

个评价平台，用户可以对食堂、菜品进行评价，食堂

看到了可以酌情改进，将整改结果反馈回用户，形成

良性有序的校园环境。[1]如今，移动智能终端的新型点

餐模式也逐渐侵蚀传统点餐模式，美团、饿了么等外

卖平台也成了当今人们获取美食的首选。我们小程序

也给那些不方便在食堂就餐的用户提供了外卖服务。

用户在小程序下单后，会有学生兼职的骑手将菜品送

到指定位置，方便了用户的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勤

工俭学的机会。[2]

2 小程序架构设计以及数据库设计

小程序点餐系统分为用户端、骑手端和管理端，

如图 1所示。

在数据库的设计中，主要涉及三个表：菜品表、

订单表、评论表。菜品表用于展示菜品相关信息、价格、

菜名、销售量、材料、售罄情况等，所用的订单表是

用户这边的订单表，订单详情表是根据菜品表和订单

表对特定的窗口进行分类而得到的用于商家和骑手的

订单状态表。评论表则是用户对菜品进行各方面的评

分、评论和上传的图片等。

3 用户端界面设计

用户端主要有菜品下单、菜品结算、订单详情、

菜品评价这四个模块。

1.用户登录该小程序时，系统会跳转到首页。用

户在首页可以看到今日推荐菜品和各个食堂。用户点

击食堂或菜品的图片就会自动跳转到相应的食堂或菜

品详情界面。在食堂界面用户可以点击评价进而看到

该食堂的菜品的相关评价，也可以搜索该食堂的相应

菜品，还可以对菜品进行加入购物车的操作，用户选

择不同的食堂，楼层和窗口将显示不同的菜品来供用

户选择。每个菜品会显示对应的图片、名称、价格、

评分情况、在售情况、销售数量等。

2.用户在食堂页面点击结算按钮即可进入订单页

面，填写配送方式、配送地址、备注、联系电话、姓

名后即可下单购买。订单页面会显示对应的配送费、

包装费、订单总额等。用户付款后会跳转到订单详情

页面。

3.在订单详情界面可以查看预计送达时间以及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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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状态，付费情况，可以再次购买同一单菜品，可以

对对应菜品进行评价等。

4.用户在评价菜品页面，可以对菜品的味道、配送、

包装等进行评价，可以上传菜品的相关图片进行评价，

还可以推荐 /不推荐该菜品。用户可以在我的评价模块

去找到自己评价过的内容。在个人信息处还可以联系

客服和反馈意见。

4 管理员界面设计

本小程序的商家管理端主要有菜品管理、订单管

理、用户评价这三个模块。

1.菜品管理这个模块用于商家对菜品的增删改查，

以及了解菜品在师生用餐者中的总评分情况和总销售

情况。商家可以在此模块编辑菜品，删除菜品，新增

菜品和删除菜品，以及对菜品的售罄情况进行选择，

从而决定了商家是否能售卖此菜品，若是售罄，则无

法售卖，若是在售，则可以进行售卖。

2.订单管理这个模块用于商家对订单进行处理，

用了定时刷新数据的方法实现订单状态的变化，订单

状态包括待接单、商家已接单、菜品制作完成（等待

骑手接单）、骑手已接单、骑手送达地点、用户已取

餐等，在订单页面中，还有展示用餐者的信息有订单

号、手机号、配送方式、送餐地址、订单时间等，便

于商家能对菜品进行相应处理，满足用餐者的用餐需

求。当有新订单时，配送方式和商家的选择处理订单

的方式将决定订单会流向何处。如若为自提和堂食的

配送方式，商家点击接单，该订单会直接流向用餐者，

不会发布到骑手上。只有配送方式为配送且商家制作

菜品完成时，才会将订单信息流向骑手，等待骑手接单。

3.用户评价模块便于商家了解菜品在用餐者中的

评价如何，以及回复用餐者的评价。当用餐者对此窗

口的菜品进行评价，商家在用户评价模块能及时得到

用户对该窗口相应菜品的反馈从而完善菜品，而且也

能回复用餐者的评价，实现商家和用餐者的零距离交

流，更好地为用餐者服务。

5 骑手端界面设计

本小程序的骑手管理端主要有接单、查看订单这

两个模块。

1.骑手登录后在页面会显示新订单、进行中、已

完成等相应状态的订单。骑手可查看对应的订单信息，

订单信息有订单号、下单时间、预计送达时间、菜品

位置、配送地址等。

2.骑手做出对应的处理使得订单发生一定的改变

从而反馈给用户和商家。

6 优劣势分析、产品特色

6.1 优势分析

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增强用户体验，应用免下载，

使用方便快捷。我们的系统是基于微信平台的大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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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线上点餐小程序，因此用户使用时无需注册或下载，

直接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可使用，降低了用户访问

的成本。 

线上预订餐，线下预约取餐时间段，通过取件码

即可取餐，提高了点餐取餐效率，避免了拥挤现象。

我们的小程序将互联网和传统高校食堂服务模式结合，

进行服务模式的创新，满足当代学生对于便捷餐饮服

务的需求。通过该小程序，师生们可以提前预订需要

的饭菜和取餐时间段，可选择自提、堂食或配送等方式，

无需去食堂窗口排队。

提供师生与食堂交流的平台。师生将意见反馈给

管理者，管理者对此进行整改，将整改结果反馈回师生，

形成良性有序的校园环境。如今校园食堂很大的一个

问题就是师生难以和食堂商家进行交流反馈，而小程

序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用餐者能反馈意见，商家也

能了解情况进行处理，有利于提高用餐者的就餐体验。

采用学生作为配送员具有一定的安全性，既降低

了外卖配送成本，又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大量勤工俭学

的岗位。[3]学生兼职配送员，对于自身而言，是个业余

时段赚零花钱的机会；对于配送而言，配送时长减短

且配送具有安全性。

食堂由订单信息进行精准备餐，提高饭菜质量，

减少食物浪费。学校管理者通过每日的订单量可以知

道菜品受欢迎的程度以及销售情况，对于商家来说，

精准备餐能一定程度上减少食物的浪费现象。

6.2 劣势分析

小程序未实现用户个性化推荐模块，大数据分析

用户的饮食爱好等功能。未实现从大量的信息中有效

地过滤掉用户不关心的内容，生成个性化的推荐列表。

单位成本下的推广效果未达到最优化，存在用户流失

的可能性。 

自主开发小程序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面临着

产品某些功能不够完善、用户需求未能最大化满足、

产品推广度不高等风险。

在现阶段管理模式下，仍需要额外增加小程序中

的食堂管理人员对商品的上新以及销售情况进行管理，

增大了食堂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7 商业模式

运营初期：进行人员的招募，在小程序的运营过

程中，首先需要和饭堂各楼层进行沟通，安排相应的

工作人员进行菜品打包等工作，其次需要对配送员进

行招募，可以招募校园里的学生作为配送员，能减短

送餐的时长，也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

以积攒客户为目的，先从本校做起，收取学校一定的

使用该小程序的费用作为初期运营资本，促进大学食

堂就餐模式上的改变。

运营中期：范围拓展，可以将用户扩充至整个校

园内的居民区，甚至可以配送到学校附件的区域。当

用户范围拓广后，既可以使得学校的名声更加远扬，

同时也惠及了校园周围的居民们，同时可以对师生和

校外人员进行身份认证，对校外人员收取一定合适的

费用作为小程序运营的资本。还可以广告投入的方式

作为运营的资本，当用户点击广告观看一定时长的广

告从而获得优惠券，对于用户方面，点击即可减免费用，

对于小程序运营方面，用户观看广告越多即可得到一

定的广告利润费用，可谓双赢。

运营后期：在 特定的节日，对餐食或配送费进行

优惠打折，达到宣传以及促销的目的，促进消费。研

究相关算法，根据用户点单的习惯进行推荐，提供更

加智能化的服务。[4]

8 结语

本小程序的大学校园点餐管理系统能够有效缓解

目前大学餐厅的拥挤情况，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就餐

体验。与此同时，可以为食堂与师生提供一个交流的

平台，共同提高服务质量，饭堂可以分享最新的菜品

以及一些优惠活动和提供点餐需求，降低宣传费用，

节约成本。[5]本小程序是对于传统食堂的经营模式进行

改革创新，不仅更方便于高校食堂的管理，使师生就

餐更加便捷。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正是发展的弄

潮儿，学校的建设如果不去拥抱浪潮，及时创新，就

会被潮流击退，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才会有更好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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