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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ajority school has established the network the related environment, and unceasingly expands its function and

equipment. Although, these schools can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via some internet standard protocols,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accross the different network environment, but, they comparatively little aim at across interior division or exterior school

to make the integrated plan, the majority primari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operability which in respective

platform, moreover usuall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technology so that neglect the system integration like this more

widespread question. Therefore, these schools lack interior integration across division and exterior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cross

school, it is not easy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servic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 and technology of web services, using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proposes an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which is a

school administration service system taking web services as the foundation, uses development tool kits such as C#.NET and XML

constructs an embryonic form system,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ion of this research. For letting this architecture come true, each

school can make an interior integration across division in advance, and starts to program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servic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program, after finishing this applied program, let it register toward private UDDI Server, then it becomes the provider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service. The requester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service can discovery any school administration service that he

needs by the way of search on -vi- UDDI Server and establish 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to exchange the

information or the dat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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