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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教学在线学习平台的大数据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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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成都市某高校的网络教学平台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分析工具对任务点完成数，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作业完成数，

考试完成数，章节学习次数，学生观看视频总时长等六个重要指标进行了决策树分析和 k均值分析研究。分析结果能直观

看出线上线下不同时期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依靠结论更有目的性，更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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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教育的形式的不断流行化，各种网络教

育平台也渐渐发展起来。新的网络技术也使在线教育形

式也越来越精彩，与此同时也成为目前以至于未来的

重要组成部分 [1]。尤其是 2019年年末开始，网络教学

成为全国各地从幼儿园到大学疫情期间主要的教学方式
[2]，在这段自己内展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同时也累积

了大量的学生在线学习数据，在学生回到校园上课，对

于网络教学的需求降低，在这段时间也产生了与之前的

不同的数据，两种不同时期的数据为研究学生的在线学

习行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3]。

通过对网络教学平台上导出的线上线下不同时期

学生的信息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画像 [6]，通过分析大量

的数据能够直观地看出线上线下不同时期学生的学习情

况，从而依靠结论更有目的性，更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

和提高 [4]。

2 研究思路
以成都市某高校的网络教学平台为研究对象，对

该平台于 2019.5-2020.5的学生在线学习数据进行数据

分析。利用 spss分析工具对任务点完成数，视频任务

点完成数，作业完成数，考试完成数，章节学习次数，

学生观看视频总时长等重要指标进行了决策树分析和 k

均值分析。

3 数据说明
3.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成都市某高校在线学习平台，覆盖了

2019.5-2020.5各个学院的学生在线学习数据，数据表

中包含了学生姓名、学生账号、院系、专业、入学年级、

任务点完成数，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作业完成数，考试

完成数，章节学习次数，学生观看视频总时长等 52个

字段共 100000条数据，51M。

3.2 数据清洗
数据表中，有很多数据是对于分析没有意义的，

比如回帖总数，发帖总数等，因此对数据表中的数据进

行了数据预处理 [5]，筛选出了研究需要的数据，删除

其他数据。

4 线上线下不同时期网络教学平台重要指标
研究

4.1对 2018级同学线上线下不同时期重要指标做
决策树分析

4.1.1数据预处理

提取出线上线下不同时期 2018级的同学数据，放

至两个新表中。添加新列：视频任务点完成数等级、任

务点完成数等级、作业完成数等级、考试完成数等级、

章节学习次数等级。通过各个属性的四分位数进行等级

划分为：差 (0)、中 (1)、优 (2)。

4.1.2对 2018级学生线上教学时期重要指标分析

1.准确率

其中“章节学习次数等级 =2”准确率高于

75%·，为：76.58%。准确率高于 75%的规则集分析

图 1规则集

规则 1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

为 2：任务点完成数为 2。说明，任务点完成的优秀的

人大部分章节学习也完成的好。规则 2用于 2.0：具有

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为 2：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为

1、任务点完成数为 1。说明，能够不错的完成视频任

务点与任务点的人大部分章节学习也完成的好。规则 3

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为 2：视频

任务点完成数为 0、作业完成数等级为 2，考试完成数

为 1。说明，视频任务点完成较差、作业完成较好并且

考试完成数中等的同学，大多数章节学习等级较好。规

则 4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为 2：

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为 2。说明，能较好的完成视频任务

点的同学大多数都能较好的完成章节学习。规则 5用

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为 2：作业完

成数等级为 2，考试完成数为 0。说明，作业完成好并

且考试完成绩较差的同学大多数都能较好的完成章节学

习。规则 6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

为2：作业完成数等级为2，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为1。说明，

作业完成好并且视频任务点完成一般的同学大多数都能

较好的完成章节学习。规则 7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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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章节学习等级为 2：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为 1，考试

完成数为 2。说明，视频任务点完成一般并且考试完成

较好的同学大多数都能较好的完成章节学习。小结：视

频任务点完成数为优的同学章节完学习完成的都较好；

能够中等完成两样学习标准的同学章节学习都完成的较

好；完成的多项学习指标中，有完成优秀的指标的同学

章节学习都完成得

预测变量重要性

目标：章节学习次数。

重要性等级由强到弱：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作业

完成数，任务点完成数，考试完成数。

4.1.3对 2018级学生线下教学时期重要指标分析

1.准确率

其中“章节学习次数等级 =2”准确率高于 85%，为：

89.43%。准确率高于 85%的规则集分析：

图 2 规则集

规则 1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

为 2：任务点完成数为 2、作业完成数等级为 2。说明，

任务点完成优秀并且作业完成优秀的同学大多数都能较

好的完成章节学习。规则 2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

人章节学习等级为 2：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为 2、作业完

成数等级为 2。说明，视频任务点完成优秀并且作业完

成数优秀的同学大多数都能较好的完成章节学习。规则

3用于 2.0：具有以下特征的人章节学习等级为 2：任

务点完成数为 2、考试完成数等级为 2。说明，视频任

务点完成优秀并且考试完成数优秀的同学大多数都能较

好的完成章节学习。小结：在所有的学习指标中，有两项

指标完成优秀的同学大多数都能够较好的完成章节学习。

2.预测变量重要性
目标：章节学习次数。

重要性等级由高到低：视频任务点完成数，任务

点完成数，作业完成数，考试完成数。

4.1.4线上线下不同时期对比分析总结

分析得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教学，对于章节

学习次数影响最大的是视频任务点完成数，影响最小的

是考试完成数。并且它们都存在一个同样的规律：所有

学习指标中，如果出现一个或多个学习指标等级为优的

话，那么这位同学的章节学习等级大概率为优秀。

4.2对全校学生线上线下不同时期重要指标做 k均
值分析

4.2.1 K均值建模处理

将除大四以外数据表导入 Modeler中；添加类型

节点，并选择重要指标作为输入角色，其他字段角色设

置无；从“建模”选项中添加 K-Means模型，将聚类数

设置为 4；通过“表”和“均值”输出结果并分析，其

中在“均值”选项中将分组字段设置为聚类结果，将聚

类的六个重要指标设置为测试字段。

4.2.2对全校学生线上教学时期重要指标分析

1.聚类结果与分析

图 3线上教学时期聚类结果人数占总数的比例及预测变量的重要性

结果显示，凝聚和分离的轮廓测量大于 0.5，说明

聚类结果比较好。通过右图预测变量的重要性可以看出：

除“作业完成数”外，其他字段的重要性都为 1，说明

这五个变量对这次聚类结果起较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左

图可以看出四个聚类结果人数占总数的比例，其中可以

看出最后一个聚类结果只有一个样本且其视频任务点学

生观看时长和章节学习次数异常高于其他三类，所以通

过导出数据，定位到该同学并对他进行成绩分析。

表 1学习记录

视频观看时长 (分钟 ) 章节测验完成数 章节测验平均分 作业平均分 考试平均分

11311 10 81.6 90 91.5

通过学习记录可以看出，这位同学在章节测验、作业、考试平均分中表现为中上水平，可以排除极端努力学习的可能，所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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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该账号学生可能被老师选做线上测试账号。

2.均值结果与分析

表 2线上教学时期均值结果

单元格内容：平均值

字段 聚类 -1* 聚类 -2* 聚类 -3* 聚类 -4* 重要性

作业完成数 4.34 1 3.925 3.215 1

考试完成数 1.088 1 10.834 0.953 1

视频观看时长 (分钟 ) 118.282 11311 221.667 777.408 1

章节学习次数 102.361 3965 187.414 175.027 1

视频任务点完成数 11.951 50 32.639 55.337 1

任务点完成数 16.809 66 64.755 102.431 1

图 4线上教学时期重要指标箱形图

通过均值分析、箱形图得出（除第二类学生）：

第一类学生虽然在“作业完成数”中高于其他类学生，

但差值非常小，且在其他指标中表现较为不好，所以可

以将第一类学生划分成“学习任务较为轻松、学习氛围

较为紧张，且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的学生，这类

学生占全校的 80.7%。第三类学生在“考试完成数”上

表现突出，可能说明该类学生的考试数量较多，学习任

务较为紧张；同时在“章节学习次数”上表现也比较突出，

所以可以将第三类学生划分成“学习任务相对较紧、学

习氛围紧张，且学习比较努力”的学生，这类学生占全

校的 1.7%。第四类学生在“视频任务点学生观看时长”、

“视频任务点完成数”和“任务点完成数”中表现比较

突出，可以说明在各类任务点上完成数比较多，所以可

以将第四类学生划分成“学习任务紧、学习氛围较为轻

松，且学习努力”的学生，这类学生占全校的 17.6%。

总结如下表：

表 3 线上教学学生的情况分布占比图

学生分类 学习任务 学习氛围 学习努力程度 占比

第一类 1 2 1 80.70%

第三类 2 3 3 1.70%

第四类 3 1 2 17.60%

4.2.3对全校学生线下教学时期重要指标分析

1.聚类结果与分析

图 5线下教学时期聚类结果人数占总数的比例及预测变量的重要性

结果显示，凝聚和分离的轮廓测量约等于 0.5，说 明聚类结果尚好。通过上图预测变量的重要性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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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字段的重要性都为 1，说明这些变量对这次聚类结

果起较为重要的作用。通过上图可以看出三个聚类结果

人数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54%、27.7%和 18.2%。

2.均值结果与分析

表 4线下教学时期均值结果

单元格内容：平均值

字段 聚类 -1* 聚类 -2* 聚类 -3* 重要性

任务点完成数 144.745 16.761 42.206 1

视频任务点完成数 99.022 10.232 25.824 1

作业完成数 30.385 4.172 20.641 1

考试完成数 9.009 1.372 7.133 1

章节学习次数 491.659 66.089 232.848 1

视频观看时长 (分钟 ) 1183.416 114.454 337.074 1

图 6线下教学时期重要指标箱形图

通过上图得出：第一类学生在所有指标上表现的

都是最突出的，所以可以将第一类学生划分成“学习任

务紧张、学习氛围紧张，学习努力”的学生，这类学生

占全校的 18.2%。第二类学生在所有指标上表现的都不

太好，所以可以将第二类学生划分成“学习任务轻松、

学习氛围轻松，努力完成老师任务”的学生，这类学生

占全校的 54%。第三类学生在所有指标上的表现均为中

等水平，所以可以将第三类学生划分成“学习任务较为

轻松、学习氛围较为轻松，且学习较为努力”的学生，

这类学生占全校的 27.7%。

总结如下表：

表 5线下教学学生的情况分布占比图

学生分类 学习任务 学习氛围 学习努力程度 占比

第一类 3 3 3 18.20%

第二类 1 1 1 54.00%

第三类 2 2 2 27.70%

4.2.4线上线下不同时期对比分析总结

学习任务：线下教学时期学习任务轻松的人数变

少，学习任务中等的人数变多。

学习氛围：线下教学时期学习氛围轻松和紧张的

人数变多，学习氛围中等的人数变少。

努力程度：线下教学时期努力程度中等和努力的

人数变多，努力程度轻松的人数变少。

线上教学时老师可能主要以线上教学、考试、作

业为主，学习任务点设置的较为少，而线下教学时则以

学习任务点为主。线上教学时较为依赖同学们的自觉主

动性进行学习，所以在线上教学时大部分同学们的学习

努力情况都不太好，而在返校学习后有部分同学可能恢

复了学习状态，使得线下教学时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努力

情况都呈中等及以上。

5 结论及建议
线上线下学习的方式不同，所以对于网络教育平

台的利用有所不同；但无论是上线还是线下，对于章节

学习次数，视频任务点完成数的影响是最大的，考试完

成数是影响是最小的。所以提高视频任务点的完成数，

对章节学习次数提高有效。由于之前是网络教学，那么

学习任务点会少一点，而回到学校是线下教学，则以学

习任务点为主，又由于在家学习的原因大部分同学们的

学习努力情况都不太好，而在返校学习后，由线上教学

转化为线下教学，同学们的努力情况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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