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系数据库应用》课程教案 

第 6讲 关系数据库设计（2） 

一、教案头 

授课班级  教学课时 3 学时 周次  

课次  课型 理论+实践 上课地点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思政目标） 

1.掌握三大范式的

概念 

2.掌握关系模式的

分解过程 

3.掌握关系数据库

设计理念 

1.能判断关系模式属于哪

种范式； 

2.能进行关系模式的分

解； 

3.能进行简单关系数据库

的设计。 

1.培养学生语言组织与表达

能力 

2.树立隐私保护、数据安全

意识 

3.融入做人、做事道理，树

立正确的择业与就业观 

4.树立团队合作共赢意识，

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5.实事求是，树立职业道德

素养 

教
学
任
务 

主要知识点 实训项目安排 

1.三大关系范式 

2.关系模式规范化 

3.关系数据库设计 

任务 1：判断教学（学号，姓名，系名，系

主任，课程号，成绩）关系模式是否符合第

二范式，并进行分解。 

任务 2：对 TDC（教师编号，教师姓名，职

称，教师地址，所在系编号，系名称，系地

址，课程号码，课程名称，教学水平，学分）

关系模式进行三大范式分析，并进行关系模

式分解。 

任务 3：对“职工工资管理系统”作一个简

单的数据库设计。 

重
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1. 关系范式的判断； 

2. 关系模式分解； 

三大范式的理解与掌握（尤其是第二范式的

理解） 

教
参
目
录 

1.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第 3版)，李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5月第 3

版 

2.数据库原理及应用，闵大顺、石强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 8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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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 

步骤 教学内容与情景设计 
融入思政元

素（可选） 

教学 

方法 

教学 

手段 

学生 

活动 

时间

分配 

复习与提问 

1.简要复习上次课主要内容 

2.设置 2 个问题（加分激励机制）--

超星学习通抢答 

锻炼语言组

织与表达能

力 

启发法 

归纳法 

提问法 

多媒体 

移动设

备 

回顾 

思考 

抢答 

回答 

约 8

分钟 

课程导入 

1. 回顾方式，关联前序知识 

2. 再次呈现问题，引入思政元素 

3. 思考并引入本讲内容 

树立隐私保

护与数据安

全意识 

讲授法 

启发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回答 

反思 

约 5

分钟 

知识点 1.1

讲授 

1. 第一范式的概念 

2. 举例说明，得出结论 1 

3. 引导思考，得出结论 2，并引入第

二范式 

融入做人、做

事道理 

讲授法 

举例法 

启发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回答 

抢答 

理解 

约 3

分钟 

知识点 1.2

讲授（难点） 

1. 解释第二范式定义中的“候选码”

概念（举 2例说明） 

2. 再举 1例说明，理解第二范式，得

出经验 1 

3. 继续举 1例说明，深入理解第二范

式，并知晓范式分解 

独立思考 

讲授法 

案例法 

启发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抢答 

理解 

记录 

约 11

分钟 

课堂实训 1 
课堂练习 1：请判断“教学”模式是

否符合第二范式，如不符合，请分解。 

树立团队合

作共赢意识 

动手实践 

启发法 

讨论法 

多媒体 

黑板 /

白板 

思考 

理解 

讨论 

练习 

约 8

分钟 

点评分析总

结 1 

1. 课堂练习讲解，得出经验 2、3 

2. 穿插“无损分解”知识点 

3. 点评各小组练习成果 

4. 总结并引出第三范式 

树立正确的

择业与就业

观 

讲授法 

分析法 

点评法 

演示法 

多媒体 

黑板 /

白板 

理解 

记录 

约 6

分钟 

知识点 1.3

讲授 

1. 通过第三范式的定义，总结经验 4 

2. 举例说明第三范式，并分析分解过

程，得出经验 5 

独立思考 

讲授法 

案例法 

启发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回答 

理解 

记录 

约 10

分钟 

知识点 1提

高与总结 

1. 与导入抛出的问题呼应，给出最终

关系分解的结果 

2. 举例判断关系模式 

3. 关系范式小结 

 

讲授法 

启发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回答 

总结 

约 5

分钟 

知识点 2讲

授（重点） 

1. 关系规范化的概念 

2. 关系模式分解的准则 
 

讲授法 

启发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理解 

约 3

分钟 

案例分析 
综合实例解析：说明关系模式的规范

化过程，分步解析。 

再次强调隐

私保护、数据

安全的重要

讲授法 

案例法 

分析法 

多媒体 

思考 

回答 

理解 

约 1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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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演示法 记录 

课堂实训 2 

课堂练习 2：关系模式的规范化练习 

有关系模式 TDC（教师编号，教师姓

名，职称，教师地址，所在系编号，

系名称，系地址，课程号码，课程名

称，教学水平，学分） 

小组协作、团

队合作共赢

意识 

动手实践 

启发法 

练习法 
多媒体 

思考 

理解 

讨论 

练习 

约 15

分钟 

点评分析总

结 2 

1. 点评各小组完成情况 

2. 分析总结课堂练习 2 

3. 对知识点 2进行总结 

 

讲授法 

分析法 

点评法 

演示法 

总结法 

多媒体 

思考 

理解 

记录 

总结 

约 8

分钟 

中场小结 关系模式规范化小结  总结法 多媒体  
约 1

分钟 

知识点 3讲

授 

1. 关系数据库设计概述 

2. 关系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步骤 

以需求为导

向，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 

讲授法 

启发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理解 

约 3

分钟 

案例分析 

书本上综合案例：学校食堂用餐卡系

统作一个简单的数据库设计。根据关

系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步骤，整体解析。 

 

讲授法 

案例法 

分析法 

演示法 

多媒体 

思考 

理解 

记录 

约 8

分钟 

课堂实训 3 

课堂练习 3：对“职工工资管理系统”

作简单关系数据设计。（做完拍照上

传到超星学习通对应课堂练习处） 

小组协作、团

队合作共赢

意识 

动手实践 

启发法 

练习法 

多媒体 

移动设

备 /超

星平台 

思考 

理解 

讨论 

练习 

约 8

分钟 

分析总结 简单讲解、分析与总结  

讲授法 

分析法 

总结法 

多媒体 

思考 

理解 

记录 

约 3

分钟 

小结与 

作业布置 

1.小结本次课的教学内容 

2.布置课后练习（超星平台） 

3.布置下次课任务 

 
总结法 

归纳法 
多媒体 

思考 

总结 

约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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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详细教案 

环节一：上讲知识复习与提问（约 8 分钟） 

1. 简要复习上次课主要内容（约 1分钟） 

教师带着学生回忆，上次课主要内容包括： 

1） 冗余与存储异常问题 

2） 函数依赖 

3） 常见的函数依赖 

4） 如何判断是哪种函数依赖 

 

2.设置 2 个问题，学生抢答、点名形式相结合，部分题目采取学生接龙形式回答。（加分

激励机制）（约 7分钟） 

问题 1：什么是函数依赖？针对的对象是？常见的函数依赖有哪些？（5分） 

问题 2：已知关系模式 R（学号，课程名，专业号，专业名，成绩），请说出下面是什么关

系？（5分） 

① （学号，课程名，专业号）  成绩    

②   学号   专业号   专业名 

③ （学号，专业名）     成绩 

④ （学号，课程名）     成绩 

⑤ （课程名，专业名，成绩）  （课程名，成绩）  

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教师会将上次课知识点穿插其中并带学生回顾、巩固。（素质目标：

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 

 

环节二：新课导入（约 5 分钟） 

1）运用知识回顾的方法，重现上次课的内容，回顾“教学”关系模式存在的问题，在这里

会给学生做个“思政教育”：设计关系模式的时候不仅要避免存在“数据冗余、插入、修改、

删除”等技术问题上的异常，还要注意“隐私与安全性的保护”。（思政点：树立隐私保护

与数据安全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拥有正确的是非观，遵纪守法。） 

2）思考并引入本讲内容最后引入本讲内容：“关系范式”——关系模式如何分解？分解的

依据是什么？（抛出本讲 2个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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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三：知识点 1 讲解与分析（难点）（约 42 分钟） 

1.第一范式讲解（约 3 分钟） 

1）定义：如果关系模式 R 中的每一个属性都是不可分解的，则称 R属于第一范式，记 R∈

1NF。 

2）举例说明： 

通过员工工资表，让学生理解关系模式中的每一个属性都是不可分解的，不能把工资再分解

为其他，而是要直接罗列出构成工资的明细，也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何为第一范式。 

得出结论 1：第一范式是作为一个关系模式的最起码要求，是一定要满足的。 

（学生参与思考、回答，加深对第一范式的理解） 

3）通过导入部分的“教学”关系模式让学生思考，是否满足的第一范式就可以了？因为“教

学”关系的每一个属性都不可分解，已满足第一范式；但它却依然存在各种问题，如较大数

据冗余、插入、删除和修改异常等问题。因此，得出了仅仅满足第一范式是不够的，故而

引出第二范式。（学生参与思考、讨论并回答，明白关系模式仅满足第一范式是不够的，

自然地引出第二范式，层层递进。）（思政点：融入做人、做事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择业

与就业观） 

 

2.第二范式讲解与分析★（约 25 分钟） 

定义：如关系模式 R∈1NF，且 R 中的每一个非主属性完全函数依赖于任一个候选码，

则称 R属于第二范式，记 R∈2NF。 

1）解释定义中的相关概念：因定义中出现“候选码”这个概念，这个在 E-R 模型中出

现过，关系模式中还未提到，为了与主码的概念进行对比。（约 5 分钟） 

特别举了两个例子： 

① 例 1：学生（学号，身份证号，姓名，出生年月，籍贯） 

思考：该关系模式的候选码与主码是？（学生思考，并点名提问） 

解答：候选码是学号和身份证号，主码是其中一个（学号或者身份证号）。 

如在学校的时候，用学号唯一标识；踏入社会的时候，用身份证号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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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 2：选课（学号，课程号，成绩） 

思考：该关系模式的候选码与主码是？（学生思考，主动抢答） 

解答：候选码与主码都是（学号，课程号），它们是由两个属性组成的。 

③判断：上述俩关系模式是否满足第二范式？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主要目的：一是让学生明白定义中的候选码概念，二也是为了让学生理

解何为第二范式。 

2）深入理解第二范式的定义：上面两个例子让学生明白了定义中涉及到的概念“候选码”，

接着通过另外两个例子，让学生能够判断给出的关系模式是否属于第二范式，懂得判断后，

还要懂得如何去分解关系模式。（约 6分钟） 

① 例 3：学生（学号，姓名，出生年月，籍贯） 

思考：该关系是否满足第二范式？（学生思考、抢答） 

解析过程：该关系模式满足第二范式。原因如下： 

a) 因为此关系中所有属性均不可分解，所以∈1NF； 

b) 因为此关系中所有非主属性均完全函数依赖于候选码，所以∈2NF。 

注：让学生懂得如何去描述，表达，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 

通过例 3，教师总结经验 1：若候选码是单属性，则此关系模式肯定符合 2NF。 

注：经验的总结是书本上没有提到的，会让学生书写记录，目的在于加深对第二范式的理

解。 

② 例 4：选课（学号，课程号，学分，成绩） 

思考：该关系是否满足第二范式？（学生思考，点名回答） 

解答： 

第一步：分析判断是否满足第二范式的要求 

①  因为此关系中所有属性均不可分解，所以∈1NF； 

②  候选码：（学号，课程号） 

非主属性：学分，成绩 

      ∵ （学号，课程号）部分依赖于学分 

③ 此关系中存在非主属性部分函数依赖于候选码，所以不属于 2NF。 

第二步：模式分解 

既然存在部分依赖，那么就要消除部分函数依赖，将其分解为： 

 课程（课程号，学分） 



 

7 

 选课（学号，课程号，成绩） 

分解后的关系模式∈2NF。 

3）课堂练习 1：（学生分组、白板上书写）（约 8 分钟） 

用导入的例子：请判断“教学”模式是否符合第二范式，如不符合，请分解。 

 教学（学号，姓名，年龄，系名，系主任，课程号，成绩）  

 

学生活动设计：根据该门课程的分组，各组同学先在座位上讨论思考 3分钟，然后到教室的

四个白板上进行书写，两组 1个白板，刚好 8组，让学生现场练习书写进行模式的分解。 

注：在课堂练习过程中，教师巡视，并了解每组在讨论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及时点拨，观察

学生小组成员在白板上书写过程中是否准确，记录下来，在后面解析时将共性的问题加以解

释。（思政点：团队协作，合作共赢） 

4）课堂练习 1 分析（约 4 分钟） 

①分析过程： 

第一步：因“教学”中所有属性均不可分解，所以∈1NF； 

第二步：因“教学”关系中存在非主属性部分函数依赖于候选码的情况，故不属于 2NF； 

第三步：分解“教学”关系如下 

学生（学号，姓名，年龄，系名，系主任）, 主码为（学号）  

选课（学号，课程号，成绩）, 主码为（学号，课程号）  

②总结经验 2、3： 

最后再次抛出第二范式的定义，然后总结经验 2与经验 3。 

经验 2：第二范式分解时，由同一个主属性推导出的非主属性分解在同一个关系模式中，源

头作为主码。 

经验 3：第二范式分解时，完全函数依赖于候选码的非主属性分解在同一个关系模式中，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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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码即是主码。 

注：第二范式到这里，我们共总结了 3个经验，为同学们理解第二范式的定义更加深刻。也

同时让学生记录到书本对应的位置，以便后续复习。（该过程帮助学生梳理定义、总结经

验，加深理解。） 

5）总结并引出第三范式（约 2 分钟） 

不满足第二范式的关系模式必然存在各种存储异常。 

思考：满足了 2NF 是不是就不存在存储异常呢？（学生思考，抢答形式回答） 

注：抛出问题，让学生思考，是否满足了第二范式就可以了，即使满足了但还存在各种问题，

最后我们引出第三范式。（从第一范式到第二范式再到第三范式，层层递进，抛出问题，

前后衔接）。 

 

3.第三范式讲解与分析（约 15 分钟） 

定义：如果关系模式 R∈2NF，且 R中每一个非主属性对任何候选码都不存在传递函数依赖，

或者说 R中每一个非主属性之间不存在函数依赖关系，则称 R属于第三范式，记 R∈3NF。 

1） 总结经验 4（约 2 分钟） 

由以上第三范式的概念描述中引出经验 4。 

经验 4：若非主属性只有一个，则此关系肯定符合 3NF。 

例子用第二范式分解出来的“选课”关系模式来说明。选课（学号，课程号，成绩） 

2）举例说明第三范式（约 8 分钟） 

例 5：学生（学号，姓名，年龄，系名，系主任） 

思考：该关系是否满足第三范式？（学生思考，点名回答） 

学生思考，判断第二范式分解出来的“学号”关系模式是否满足第三范式。 

教师分析例题，为何不属于第三范式： 

第一步：因为“学生”关系中存在非主属性传递函数依赖于候选码，或非主属性之间存在函

数依赖关系，故不属于 3NF。 

第二步：分解该模式。分解成如下两个： 

 学生（学号，姓名，年龄，系名） 

 系（系名，系主任） 

根据分解过程与结果，最后教师总结经验 5。 

经验 5：第三范式分解时，将存在函数依赖关系的非主属性独立成单独的关系模式（源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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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码），并将主码复制在原关系模式中。 

注：第 5个经验总结，让学生记录书本位置，以便理解与后续复习。 

3）思考总结关系范式的分解（约 2 分钟） 

思考：上述教学（学号，姓名，年龄，系名，系主任，课程号，成绩）关系模式该如何分解

才合理，又可以分为几个关系模式呢？ 

层层递进，到目前为止开头的“教学”关系模式已经分解到第三范式了。分解结果如下： 

① 学生（学号，姓名，年龄，系名） 

② 系（系名，系主任） 

③ 选课（学号，课程号，成绩） 

4）举例判断关系模式（约 2 分钟） 

例 6：判断关系模式：选课（学号，姓名，课程号，成绩）∈3NF？ 

解析：它是否满足 2NF？不是。既然不满足 2NF，当然不满足 3NF。 

总结并抛出问题：不满足 3NF的关系模式存在各种存储异常。那么满足 3NF的关系模式是不

是就不存在存储异常呢？（学生思考，回答，总结） 

注：留有悬念，是否到第三范式就可以了，我们书本的要求是到第三范式，可以让学生课后

去思考求证，不同的地方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5）范式总结（约 1 分钟） 

 

第一范式到 5NF，它们分别要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在关系数据库中一般到 3NF 就可以了，对其他范式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课后去了解。 

注：以上讲了三个范式的定义，不同范式的分解，在这里做个总结，帮助学生梳理所学知

识。 

 



 

10 

环节四：知识点 2 讲解与分析（重点）（约 39 分钟）  

1.关系规范化的概念。（约 1 分钟） 

关系模式的规范化：把一个低一级的关系模式分解为高一级关系模式的过程。 

强调本课程介绍到第三范式，再次呈现，让学生理解。 

2.关系模式分解的准则。（约 2 分钟） 

1）无损连接 

指分解后的关系通过自然连接可以恢复成原来的关系。 

2）保持函数依赖 

即模式分解不能破坏原来的语义 

注：根据上面范式的讲解和诸多案例，给学生总结关系模式分解的准则。 

3.综合实例解析：举例说明关系模式的规范化。（约 12 分钟） 

分析步骤如下： 

（1）分析该关系模式存在什么问题； 

（2）写出 R的候选码与基本函数依赖； 

（3）确定 R属于第几范式，并说明理由； 

（4）若 R 不属于 2NF，则将 R分解为 2NF，并说明理由； 

（5）若 R 不属于 3NF，则将 R分解为 3NF，并说明理由。 

注：通过这个综合实例的解析过程，让学生共同参与回答、一步步带学生走一遍，强调一些

特别的注意点。 

4.课堂练习 2：关系模式的规范化练习（约 15 分钟） 

有关系模式 TDC（教师编号，教师姓名，职称，教师地址，所在系编号，系名称，系地址，

课程号码，课程名称，教学水平，学分） 

请回答下列问题： 

（1）指出该关系模式的候选码与基本函数依赖。 

（2）关系模式 TDC符合第几范式？说明理由。 

（3）将 TDC分解符合第三范式，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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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讲解课堂练习 2：关系模式的规范化练习讲解。（约 8 分钟） 

（1）指出该关系模式的候选码。 

候选码：（教师编号，课程号码） 

（2）关系模式 R符合第几范式？说明理由。 

该关系模式每一个属性值均不可分解的，故∈1NF 

第二范式分析、模式分解 

重点讲解第二范式同学们在课堂练习中遇到的问题。 

TD (教师编号，教师姓名，职称，教师地址，所在系编号，系名称，系地址) 

C (课程号码，课程名称，学分) 

TC (教师编号，课程号码，教学水平) 

再分别对上述分解的范式进行第三范式分析，再次缩小范围，最后将 TD 再次分解，使所有

关系模式符合第三范式。 

T (教师编号，教师姓名，职称，教师地址，所在系编号） 

D（系编号，系名称，系地址） 

C（课程号码，课程名称，学分） 

TC（教师编号，课程号码，教学水平） 

注：通过教师课堂练习的讲解，重点突出学生练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再次巩固，并

修改原来出错的地方，加深理解。学生小组团队协作（思政点：团队协作，合作共赢） 

 

6.总结关系模式规范化设计。（约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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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五：知识点 3（约 22 分钟） 

1.关系数据库设计的概述（约 1 分钟） 

数据库设计的目标是：对于一个给定的应用领域，建立一个性能良好的、能满足不同用户在

数据存储和应用系统开发时需求的、又能被选定的 DBMS 所接受的数据库模式。 

注：到了本讲的最后一个知识点，即是该课程前面理论部分的最后一次课，前面所有的内容，

到了这里要做一个总结，引出数据库设计的目标。（思政点：需求导向，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树立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2.关系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步骤。（约 2 分钟） 

1) 需求分析阶段 

2) 概念设计阶段 

3) 逻辑设计阶段 

4) 物理设计与实施阶段 

注：关系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步骤即前面章节知识的串联，本讲内容是理论和实践过渡的一节

课，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3.举例说明如何进行关系数据库设计。（约 8 分钟） 

以“学校食堂用餐卡系统作”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数据库设计。 

步骤 1：建立 E-R模型。 

1) 需求分析 

2) 实体集设计 

3) 联系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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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E-R 图  

步骤 2：从 E-R模型转换到关系模型 

步骤 3：对设计出的关系模型进行规范化检查，要求达到三范式 

4.课堂练习 3（约 8 分钟） 

对“职工工资管理系统”作简单关系数据库的设计。 

注：该练习后不再详细讲解，会直接呈现给学生详细答案和步骤。 

5.课堂练习 3 讲解（约 3 分钟） 

对课堂练习 3 做个简单的讲解。 

 

环节六：小结与任务布置（约 3 分钟） 

1.小结本次课的教学内容（约 1分钟） 

1）关系范式 

2）关系模式的规范化 

3）关系数据库的设计 

2.布置课后练习。（约 2 分钟） 

请写出下表对应的关系模式，并判断是否符合第三范式？ 

 

1）假设一个系分散住在不同的宿舍楼 

2）假设一个系集中住在同一个宿舍楼 

注：跟学生说明清楚题目意思，运用本讲内容，在课后将该作业做完，在下次课进行讲评。 

3.完成课后作业，安装 SQL2012 软件，预习新课内容。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施莉莉 

2020年 11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