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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大数据、模式识别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学生个性

化学习的研究也随之加大。许多研究者都在研究线上学习行为的
特征分析，并建模预测学习的效果，有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
有基于K-means 的聚类分析方法，也有基于问卷调查方法，针
对个性化教学的研究方面也有相关成果[1]。郎波等以基于深度神
经网络的个性化学习行为评价方法，完成选取本专业有经验的教
师对每门课程的知识点依照不同层次的组别进行评价，人工评价
方法的主要依据仍然沿用传统的方法 [2]。陈晋音等基于提取在
线学习行为特征，并提出了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的学习成绩预测
方法，通过分析在线学习行为特征，从而分析规律性与最终成绩
的关系。章怡等通过电子书包收集学生大量在线学习数据，完成
分析挖掘实现个性化资源推送的理论探讨。陈庆华提出以提升教
师个性化教育素质、加强大学生个性化成长意识的高等教育新观
念。彭梦等提出一种基于流形学习理论的专业方向认知模型，实
现学习个性化兴趣数据的低维可视化，为个性化培养提供有效的
分析工具和量化依据。刘潇等构建了一个具有数据收集层、数据
分析层和资源推送层的个性化学习资源精准推送模型，来进行对
学习效率的提高。杨宗凯在综合分析欧美发达国家对个性化学习
的应对措施和研究趋势的基础上，提出要大力推动形成教育科学，
以突破个性化学习面临的重大挑战。杜占元提倡面向2030 的教
育，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应该是更加
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性。

目前大部分研究学者基于利用线上学习数据对学生个性化行
为进行各种研究，部分研究者主要研究个性化行为的分析工具和
量化依据，但事实是学生大部分学习时间主要集中在课堂，所
以对课堂中的学习行为加以研究，更有利于提升课堂学习效率。
为此，本文研究利用智慧教室行为识别系统自动记录学习课堂学
习行为，记录学生的课堂行为体现在上课出勤、课堂表现的行
为动作、网络作业完成、学习进度、实践操作等学习数据，然
后统计分析，最终确定影响行为的参数影响因子，根据影响因
子的大小，建立学生行为评价体系模型。

1  学生学习行为定义及影响因子的确定
本文研究了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不考虑心理因素，包括喜

怒哀乐等面部表情的识别，仅限于选取学生课堂上的动作行为作
为特征因子。

1.1熵值法建模理论
熵权法是一种理论的数学方法，而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一种

度量，两者绝对值相等，但符号相反，可以利用评价中各方案的
固有信息，通过熵权法得到各个指标的信息熵，信息熵越小，信
息的无序度越低，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大，指标的权重越大。

为了能够将让熵权法在多熟悉决策下不失真，更能反映准确
的计算过程，在原有熵权法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参数矩阵，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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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矩阵不会影响计算因子的比率。假设多属性决策矩阵为M1，
为了能防止计算过程中属性权重比例过大失衡被剔除，因此加入
调节矩阵E1，通过矩阵变换将属性决策矩阵转换为M，过程如
下 ：

                                     (1)

                                      (2)

                                      (3)

 其中，bij=1，且i=1, 2, …, m，j=1, 2, …, n。
令Pij表示第j个指标下第i个样本的指标值的比重，Ej表

示对属性Xi的贡献总量，Wj表示各个属性对应的权重，则有公
式（4 ）：

                                        (4)

由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之后，结合实际问题对样本可采用
公式（5）计算出得分。

                                        (5)
1.2数据采集与分析
为了确定学生课堂行为，从正向和反向两个行为共同研究，

这样才能提高课堂行为分析的准确率，为此，课堂行为的正向
定义为：完成作业情况，参加学科竞赛，参加老师课题，其
中完成作业中包括课堂回答问题，课堂练习、课后作业，此项
目由任课老师打分完成，按照一堂课合理完成就得1 分，打分
周期按照学期计算，为了保证对每个学生公平，学生实验次
数，考试的成绩最终采用A 公司的教学系统平台记录。课堂行
为的反向定义为：上课睡觉、玩手机、说话闲聊，所有这些
行为都按照次数来统计，行为时长按照超过一分钟来定时。其
针对一门学科的一个班级60个同学在同一个任课老师的前提下进
行实验，防止不同课程不同老师打分的标准不同而影响结果准确
性。采集到的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

本文利用公式（5 ）计算每个同学的学习指数得分 Z
(score)：

Z(score)= 属性×正相关－属性×负相关    （6）
通过计算得出每个同学的学习指数值得分Z(score)，通过

表3 的数据可以看出：Z(score)值越大说明该同学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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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学习成绩应该会比较不错，反之，Z(score)越小，说明
该学生学习效果欠佳，需要调整。因此对每一位同学可以通过
公式进行计算学习指数值Z(score)，所得到的分值可作为学习效
率的一种体现。

为了验证整个建模的准确性，利用计算分值与该学生的本课
程期末成绩进行线性相关性对比分析，如图 1 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学习指数越大，对应的成绩为优和良，学
习指数越低，对应的学习成绩绝大部分分布在中和差，不难看出，
学习指数能够明确反映该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学习成绩的好坏。

2  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反向因子的占比可知，影响大学生上课效率最大的因素

是睡觉，影响因子达到53%，其次是玩手机和上课说话占比分别

学号 睡觉 玩手机
说话  
闲聊

参加   
课题数

参加   
竞赛数

完成   
作业数

1 0 1 3 2 4 16

2 5 3 5 4 6 14

3 8 10 7 0 0 8

4 4 11 9 0 1 12

5 3 7 6 0 0 13

6 2 5 5 1 1 15

7 12 7 10 2 3 12

8 11 10 15 0 1 16

9 0 7 3 5 1 6

… … … … … … …

表1      学生学习行为统计数据

为24%和23%，凡是睡觉占比的大的同学，其成绩普遍分布在中
和差的区间，玩手机和上课说话的同学其成绩普遍分布在中的区
间。从正向因素分析可知，学生参加竞赛和参加老师课题的占
比越高，学生普遍成绩都在优良区间，完成课后作业占比在正
向因子的占比为30%。说明如果学生想变的更加优秀，不仅仅是
完成基本作业，更多的要是跟着老师参加实践，并参加各种竞

赛来提升自己。
根据以上分析，能够非常明确每个因素影响学生成绩的比重，

针对在以后的教学改革中，尽量减少或杜绝负向行为，可通过以
下举措来提升学生的成绩。

3  结语
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信息化时代的步伐，如果想要

提升学生成绩，提高学习效率，必须通过个性化的教学手段，
有的放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不仅仅从学生层面督促学生有足够
的睡眠，杜绝上课睡觉，同时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的习
惯，纠正学生上课说话等不良好的学习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让
教师能够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
性，加大教室信息化建设，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拓宽学生
思维，锻炼动手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春华.彭海蕾聚焦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国际经验与借鉴

[J].当代教育科学.2020(2):20-25.
[2]郎波,樊一娜.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个性化学习行为评价方

法[J].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019(7):6-10.
作者简介：
张君雁（1974.11—），女，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

向：智能信息处理，大数据与数据挖掘。

图1       学习指数与成绩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