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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算法的高校学生学情数据研究

李  欣

成都锦城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智慧智能教育是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应用热点 [1]，而实现

个性化教育的前提和保障是形成丰富完备且有指导意义的学生画像标签，进而充分了解每名学生的长短板和学习习惯，针

对性制定培养方案，从而因材施教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教育。本文基于成都锦城智慧校园信息化数据，结合成绩管理、

图书借阅、一卡通消费、学生基本信息等维度构建画像指标，通过 Pearson相关性、回归分析算法，探索分析相关度，进

而构建了锦城学院学情大数据学生画像标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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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现代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基于用户画像的智能

化个性化信息服务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研究用户

画像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大数据构成了用户画

像研究的数据基础，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用户画像研究和实践不断发展，并在企业中得到了非常

充分的应用和推广。

目前，也有一些学校尝试将用户画像的思想引入高

等教育，其中图书情报与智慧图书馆是学生画像研究的

重要领域，另外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做了学生画像的应用

拓展，将大学生学习习惯和自习室打水频次相结合，挖

掘学生学习规律。对于教育行业来说，管理信息化的支

撑更是十分重要。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

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智能教育创新应用

发展报告》指出，智能教育当前已经从教育辅助向价值

创造阶段过渡。如何将智能教育引入高校并进行学生画

像 [2]并进行个性化教育是新时代教育工作要关注的重点

和核心。

因此，本文深入研究大数据学生画像技术在我校人

才培养中的应用，首先整合多个系统中的学生数据（包

括学生基础信息、教务管理、成绩管理、图书借阅、一

卡通消费等系统），通过分析每名学生的高考成绩、学

期平均成绩、图书借阅习惯、消费习惯等对学生进行多

维度画像 ,来刻画学生的状态、定位、及学习习惯，了

解学生的长板，为个性化教育提供数据支撑，切实发挥

大数据技术对改进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等培养环节

的推动作用,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提供重要数据基础。

2模型构建整体框架
锦城学生大数据学情画像的数据来源于锦城智慧校

园共享数据包括成绩管理、图书借阅、一卡通消费、学

生基本信息等数据，研究的对象为全校 2018级学生，探

索的周期为 2018-2019学年历史性学情数据。学生画像

模型构建的整体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1学生画像模型构建的整体框架

整体实施过程为：在学校智慧校园系统中根据数据

挖掘需要进行数据的抽取整合，目前抽取整合的数据源

包括包括成绩管理、图书借阅、一卡通消费、学生基本

信息等数据，经过数据的预处理（数据清洗集成变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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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等）形成可通分析建模使用的干净数据集，经过单维

度的探索分析了解数据整体分布状态结构，通过交叉维

度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寻找挖掘维度间的相关性，最终

形成学生画像标签库并实现分析结果的可视化。

3模型构建步骤
3.1特征维度
本文加工的特征维度为锦城 18级学生 18-19学年的

成绩分层、入学成绩分层、图书借阅等级、一卡通消费

等级等，及各维度的统计指标，维度分层的依据特征大

数据的分布特点，结合连续型数据正太分布的 3σ原理

及分箱技术离散化得到，部分画像特征维度和离散化结

果如下 :

客观属性维度：学生自然属性特征、层次、学院、

专业及客观属性统计数据

加工特征维度：18-19学年成绩分层（优秀、良好、

中、一般、不及格）；入学成绩分层（结合不同地域省

份及文理科的不同分为 5个层级）；图书借阅等级分层（结

合图书管理系统年度借阅记录及图书科目的不同分为高

频借阅、中频借阅、低频借阅、惰性借阅）；一卡通消

费等级分层（结合可采集年度一卡通消费终端分为高消

费、中偏上消费、一般消费、可能异常四个等级）

3.2具体探索分析流程
（１）成绩维度。首先，对成绩进行单维度数据画

像，数据来源为智慧校园数据库 2018-2019学年 18级全

校大一新生各科成绩，分析其分散分布情况及数据整体

的偏度、峰度、正态性等，从宏观上把握整体的成绩学

情数据。其次，对成绩和学生层次、课程类型（通识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实验实践类课程、专业综合课程等）进

行维度透视分析，探索不同层次学生成绩等级分布情况，

掌握不同层次学生分数段痛点，了解学生不同课程类型

的学习偏好，精准掌握学生能力长板及水平欠缺短板；

最后通过将 18级统招本科生入学成绩和入学一年（18-19

学年）的成绩进行关联分析，探索入学后的学生成绩和

高考学生成绩是否具有线性相关性，即是否存在高考成

绩越高，该段优 +良学生的占比越高，而不及格学生的

占比越低，并利用皮尔森算法度量相关性的强弱，进而

关注两级异常群体，即入学成绩较高，入学一年成绩反

而下降，这部分同学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让优秀

的生源最大化的发挥其价值和能动性，不要在大学生涯

开始之初掉队，相反对于入学成绩较低，入学一年后成

绩优异明显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在鼓励学生的同时可总

结成长方案，便于成功培养路径的推广。

（２）图书借阅维度。图书借阅是大学生活中一个

重要的学情数据收集分析环节，本文的对图书借阅的分

析维度主要从三个方面。首先，是单维度的图书借阅等

级全校的分布状态，从数据层面了解全校的学生图书借

阅活跃性，并结合学院、专业、年级等维度进行交叉透

视分析，探索由于学院、专业、年级不同所带来借阅频

度差异；其次，分析不同时段不同借阅等级学生的借阅

规律和时间偏好；最后，对图书借阅等级与借阅图书门

类的交叉分析，挖掘学生兴趣爱好和学习痛点。

（３）一卡通消费维度。一卡通消费数据作为学情

数据补充记录了学生除学习以外的部分生活习惯数据，

从对这部分数据的分析探索中，我们能够宏观掌握学生

的消费等级分布及不同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消

费差异，进而，结合消费的时间、消费类型，分析大学

生的消费习惯，挖掘业余时间的分配及行为习惯。

（４）交叉维度探索。交叉维度分析主要将上述三

个单维度的特征进行交叉融合，深度挖掘学习成绩与图

书借阅习惯，学习成绩与一卡通消费的内在联系及规律，

学习有价值的规则。首先，利用单维度探索时的结构化

特征数据，分析学习成绩与图书借阅习惯的相关性，从

清洗的数据整体训练结果上看，学习成绩与图书借阅成

正相关，采用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性等算法抽取专

家样本计算，相关度为：0.618。从数据看出，成绩优异

的学生大都具有良好的借阅习惯和学习自主性，而成绩

一般和不及格的学生，从趋势上高频借阅的比例明显降

低，惰性借阅的比例明显增高，大学期间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很重要，借阅习惯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应给予关注。

其次，进行学习成绩与一卡通消费的相关性探索，从我

校的整体数据上看，学习成绩与消费水平成弱负相关，

采用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性算法，相关度为 -0.488。

从成绩分层的角度来看，优秀 +良学生高消费比例较低，

大多数为一般消费，消费积极性不高；不及格学生高消

费比例高于全校平均水平。一卡通维度与学习成绩的相

关性分析是一种探索性尝试，从消费层面，刻画大学生

人群的整体趋势画像。

3.3学情画像数据可视化应用
本文从学习成绩、图书借阅维度、一卡通消费维度

及融合交叉维度四个层面构建学情数据画像标签体系，

该体系的特征工程借助了锦城大数据实验室科研平台进

行周期任务调度，使得画像标签具有很好真实性和时效

性，标签的可视化呈现借助了锦城大数据 BI平台，使得

教学管理活动中的不同角色用户能够实时访问可视化画

像分析终端。该学情数据画像标签体系，有利于教育管

理者宏观掌握学生学习成绩、图书借阅、生活消费、特

征关联趋势等学情状态，为教育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及

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培养方案的科学数据支撑；有助于教

师及时洞察学生的长短板，因材施教，开展千人千面的

个性化教育；有益于学生，精准了解自己学习状态及自

身特征在校、院、系、班中的定位，见贤思齐，取长补短，

针对性的提升和进步。

结束语和展望
本文基于锦城智慧校园共享数据包括成绩管理、

图书借阅、一卡通消费、学生基本信息等数据，以全校

2018级学生 2018-2019学年的数据为基础构建学生画像，

形成标签库，并借助锦城大数据实验室平台进行周期性

特征加工及可视化分析结果呈现，用数据来刻画学生肖

像辅助教育管理者了解掌握学生的状态、定位、学习习

惯等。后期数据挖掘的维度会考虑加入门禁系统、学习

通线上学情数据、第四课堂综合素质等数据，并对现有

维度进一步下钻挖掘，丰富画像指标，归纳学习路径，

并结合深度学习推荐系统 [3]等算法训练数据，从而在充

分学习个体学习者的差异后，精准推荐适合的学习方案，

从而实现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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