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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挖掘和用户画像的在线课程学习效果评价
模型研究

邱 斌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800

本文主要介绍了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校中对在线课程平台中积累的海量的过程性的学

习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使用数据挖掘算法和用户画像技术对学习效果进行更为客观有效的评估，对学生建立标签结构

体系，并进行学生画像，完成学生在线效果评价模型的构建，实现在线学习效果个性化评价，为学生和教育者提供了

改进教学效果的意见，从而提在线学习平台的课程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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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在线学习平台学习效果分析研究方面，目前在

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国外关于网络

学习行为分析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的研究，且主题更加

新颖、研究更加深入。例如， 等通过

层次聚类方法和非层次聚类方法分析来自在线学习环境

服务器日志点击流数据，识别出学习成绩优秀学生的学

习行为特征[1]。Alil等人使用他们自研的LOCO-Analyst

系统，该程序以图文混合的方式显示学生的学习反馈情

况，生成个性化的学生评价数据提供给任课教师参考[2]。

1 2014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数

据挖掘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

这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的分析

和学习效果的预测、教辅软件系统的开发、上机考试结

果的数据分析挖掘等方向上。张晓军等人使用聚类分析

应用到学生成绩评价，对特定的某个专业的学生期末

考试成绩进行了分类与评估[4]。樊同科利用因子分析技

术为学生奖学金和就业岗位推荐等方面进行学生综合

评价方案的优化[5]。韩宇等人通过对高校的课程进行因

子分析，在传统的评价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学生

学习能力评价的新方法[6]。齐宗会在学情分析中应用了

K-Means聚类算法对学生进行多个维度的评价，排除了

考试难度等多个影响学生评级效果的因素的干扰[7]。另

外，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对个性化教学评价进行研究

并取得了相关成果。陈雄辉等人通过对多种教学评价参

数进行量化分析，构建一套科学实用的评价个性化学习

课堂教学的指标体系[8]。吴守蓉等人的对MOOC课程从

学习者的视角，从选课动机、学习行为、满意度等方

面，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出教学改进策基于大

数据的数据挖掘分析[9]。

虽然在国内外都对通过大数据挖掘的教学效果评价

都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和应用实践。但是，很多研究者通

过数据挖掘的各种算法并且从设计的多维的评价指标和

方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并进行个性化学习效果评

价中的应用却非常少。

近年来，用户画像技术在很多领域例如在线精准营

销、信息和商品的个性化推荐等领域中得到的广泛的应

用。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对于大学生的数据采集、

处理以及用户画像构建等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用户画

像技术在个性化学习效果评价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

段。使用用户画像技术对学生进行多个维度的特性描

述，然后使用描述的结果对学习效果进行多维度的评

估，即个性化的学习效果评价。

在教育领域中，针对不同的学习者建立用户画像以

达到精准教学的目的是目前教育大数据的重要研究内

容。本文研究在线学习平台的学习效果评价，是在大数

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用户画像，将学生的个性化

数据加入加入到综合评价中去，改变了以往机械的通过

简单的成绩分数等单个维度的评价标准，提供了学生学

习和教师教学效果的全面的评价体系。

改变了单纯的成绩导向的评价系统，能够更好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在线学习评价方法建模

数据采集

本文以我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作

为研究对象。从在线学习平台中每天产生的数以万计的

行为数据中结合数据统计和数据处理软件，分析出学生

在在线学习平台上进行学习行为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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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数据集合由学生的线上的基本信息数据和

在线学习的行为数据两个部分组成。时间跨度为2020年1

月至2021年12月之间的累计4个学期的所有专业课程中的

所有选课学生的在线学习的行为数据。通过在线学习平台

提供的学生行为日志导出功能，将学习行为数据导出，并

将这些数据保存在用于分析的mysql数据库中。在线学习

平台上产生的行为数据记录，其中每条记录代表着每一个

事件的记录。一个事件是指学生登录在线学习平台后进行

操作痕迹信息，包括事件ID、事件发生时间、用户ID、课

程资源ID、课程资源内容、行为记录的内容描述、事件类

型、访问系统的方式、用户IP地址等信息。

数据预处理与分析

数据预处理的主要目的对获取的数据集中的不完整

的部分和异常的数据进行处理。在进行后续的数据挖掘

之前，对采集到的学生基本信息和行为相关数据进行预

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本文采用Spark大数据分析

技术框架并结合scala程序对库中的数据进行初步分析，

找到其中的异常数据和缺失值记录。

在教学过程由于实际情况出现的异常数据可以考虑

保留。对于缺失值情况可以分为两种，如果该缺失值可

以从线下的纸质文档或者其他教学业务系统中查询得

到，可以考虑将缺失的数据填补后继续使用，如果通过

查询得到则将该条数据记录删除。如果某个或某类事件

的缺失数据较多，则可以使用均值用K近邻插补的方式进

行填充。

在获取原始的在线学习平台事件数据的基础上可

以，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统计。

单次在线学习时间的计算。虽然每次登录的时

间可以非常容易从登录事件的时间记录中读取，但是在

线学习平台并没有记录学习者的退出学习平台的时间。

所以，可以按照时间排序事件记录，从学习者登录在线

学习平台后统计在一段时间内该学习者最后的活动为

止，两个时间的差值就是认为是该次学习的时长。也可

以将该段时间内，学习者观看的视频的时长作为统计学

习时长一个重要依据。

学习内容分析。通过分析事件日志，可以分析

和统计单次学习时长内学习者的学习的内容包括课件、

视频、文档等电子资料。

在线学习平台的行为日志记录一般是高维的数据，

另外记录条数也十分庞大，数据之间的关联也异常复

杂。高维数据处理难度大，维度太低也也会影响用户画

像的准确性。为了方便进行后期的数据处理分析，减少

无效数据的干扰，就需要对原始的平台事件日志数据进

行预先的分析处理，只保留必要的字段，满足用户画像

数据即可。由于在线学习平台记录了学习者的个人隐私

等信息，所有涉及个人的敏感信息就在处理之前就必须

要进行脱敏处理，可以使用别名以及使用密钥加密后的

HASH算法处理敏感数据。

数据挖掘及过滤

数据挖掘和过滤是用户画像的核心过程。用户画像

是对学生个人以及学习特征的总体概要描述。本文从学

生学习行为、学生的基本信息数据、学生标签集这三

类数据来生成用户画像的标签，并且以此来创建该用户

的画像，从而实现个性化的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评价任

务。数据挖掘的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方法有聚类、分

类、关联规则、决策树等。

本文使用K-means为基础结合层次聚类的聚类集成算

法来构建学生分类模型。从学生的多维度属性生成学生

的个性化学习特征。最后利用投票法对上述的分类模型

的分类结果进行集成，得到某个学生最终的类别。

标签的提取与重组

标签的提取与重组是用户画像的最后一个步骤。这

个环节处理效果会对用户画像的准确性产生最直接的影

响，如对某个标签的权重的修改就会对用户画像模型产

生影响。

在数据预处理与分析后得到的数据有三类。

第一类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了用户id、学生班级、

年龄、性别、所学专业等信息。 第二类是学生在线学

习总时长，在某一门课程的登录次数、课程资源下载和

微课资源观看的数量，这类数据用于后期分析挖掘学生

的学习投入度。

第三类是课程资源和附件资源的类型。通过对资源

类型的数据挖掘可以得到学生学习内容偏好的信息。

通过上述的三类数据，可以构建结构化的标签体

系。学生的用户画像的标签集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

学生基本特征、学习投入度以及媒体偏好。

用户画像

学习者的用户画像的标签有个人基本特征、学习状

态和学习内容偏好三个维度表示。

个人基本特征是学习者的唯一标识，通过对数据记

录的多个维度使用数据挖掘算法得到。

学习状态包括了学习频度和行为投入两个指标。

学习行为投入分为高、中、低三种投入类型。行为

投入数据描述由课程资源的观看下载量、观看课程视频

的数量以及登录次数一起构成。

学习频度包括了每门课程的学习时长、单位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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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长以及学习持久性。学习持久性是学生在线学习

的持续时间长度，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种持久性，由

单次登录系统后学习持续的时间长度来划分。

学习内容偏好是学生在在线学习课程更偏向于学习

哪种类型的资源或媒体。从事件日志中可以挖掘内容偏

好信息包括文本(包括课件、网址等)，图片和视频三类资

源媒体。特征指标是三种媒体资源的学习的总次数。

由上述各维度的用户画像建模，可以得到学生在线

学习效果的评价。上述的在线学习多维度的特征指标用

聚类算法处理后生成对学生在线学习效果评价结果，分

为{A，B，C，D，E}五个等级。

用户画像模型准确度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生成的学生个性化学习效果评价的

可信度，本文对本校教务部门提供2020和2021两个学年合

计四个学期所有课程的成绩与用户画像模型分析得到的学

生学习效果评价结果进行对照，得到模型的准确度。根据

对照结果，分析出现模型分析偏差的原因，并对数据挖掘

算法进行改进，进一步提高模型分析的准确度。

3 总结

本文研究的基于大数据挖掘用户画像学习评价模型

能够通过爬取在线学习平台上的学生基本数据和学习过

程性数据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有效的预测与评价，为课

程教学考核与评价以及学校的教学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数

据支持。另外，基于学生用户画像的个性化的学习效果

与评价机制完成学生个性化描述任务。根据用户画像生

成在线学习的个性化学习效果评价报表，学生能够通过

可视化评价报表了解自己的学习的薄弱环节和今后的改

进的方向。

任课教师也可以通过评价结果报表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有一个多角度掌握，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

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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