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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及干预研究 
◆袁培鑫  张晓丽 

（昆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学习分析技术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而出现的新型研

究课题。研究它的核心目标在于运用对教育大数据分析所产生的结果或

指标，为教育领域中各个管理环节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笔者通过探

讨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对教学工作的影响，深刻意识到教师的教

学方式，对学生学习效果与身心健康等各方面发展的影响。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采用符合具体学生和课程的教

学方式，并尊重学生个性化学习，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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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大数据及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促使越来

越多的人进入到网络世界中去。人们无论是基于生活方面的个人
需求，还是工作方面的集体要求，都会运用网络平台去筛选所需
资源。而这一系列的网络操作行为，都在网络环境中留下了数据
痕迹。基于云计算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网络上存储的大量痕
迹信息变成有效数据，而这种技术的发展也促成了教育大数据的
应用的诞生。伴随着学习分析和干预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教
育领域，通过对相关学习行为数据的分析，使教师的教学手段以
及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变得更具科学性。 

一、教育大数据对教学工作的影响 
基于科技的创新发展，人类开始全面进入大数据高速发展时

代。大数据技术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导向，已渗透到各行各业。
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教育领域，更应结合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善
于运用前沿科技手段融入到教学工作中。而教育大数据的出现与
应用，使得教育工作者们在开展教育工作中更具有科学性及导向
性。各学校可通过对学生个性特征、家庭背景等各方面信息的收
集与整理，进而产生有效数据，并借助这些数据对学生的学习行
为等各个层面进行分析与干预，这样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
学习质量与学习效果。同时，基于科学的数据分析，优化了教师
的管理工作，避免对学生进行过度的主观评价，导致学生消极学
习态度的滋生。而从教学内容维度角度进行分析的话，教育大数
据为教师的教学内容提供了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参考指标。针
对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拥有更多的途径
去获取更多的信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人们拥有海量信息库的同时，信息爆炸也为教育领域带来一定的
困扰。面对这样的庞杂、多变的教学数据，传统的分析手段已无
法帮助教育工作者们获得有效的数据指标。而教育大数据的应
用，可更为有效的创建可用的学习分析模式，使教师开展教学工
作更具有针对性。大数据技术对教育领域产生的重大促进作用，
使得教育大数据的分析及干预研究工作也更有意义。 

二、基于大数据的学习分析及干预的有效研究方向 
（一）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干预并采用合理的教学方式 
基于互联网技术与智能设备在学生群体中的广泛应用，改变

了传统获取知识的单一途径。在过去的教育领域中，课堂教学是
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学生也只能通过在课堂上的
学习来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或者是看相关的课外读物来拓
宽自己的知识面。但在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推动下，无论教师还
是学生都拥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途径。网络平台上具有海量的信
息资源，甚至有专业的线上教学平台，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丰
富了他们的求知渠道。学生不再局限于在课堂上获取知识，也可
以在网络平台进行线上的远程教育。而借助于这样的学习方式，
也为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与教学方式带来有效的数据参考。教
师可根据学生开展网络学习活动所产生的各类数据进行分析，从
而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学习态度、学习进度、学习效果等各个方面
的数据指标。教师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分析，可了解到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通过对学生诸多问题的分析，
可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正向的干预，帮助学生
改掉错误的学习方式，鼓励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
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学习效率。 

（二）尊重学生个性化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析技术的应

用，可帮助教师全面展开因材施教的教学手段。传统教学模式下，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使得教师无法有效掌握更多学生学习
的状态与个性化需求，使得“以人为本”的教学新理念无法有效
的贯彻与实施。而基于学习分析技术对学生信息及学习行为等各
方面表现的分析，为教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性。教师可根据数据分析建立科学的参考指标，为学生制定个
性化学习方案。教师通过历史数据包括学生的学习内容、网络学
习频率等信息的记录，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与判断，并进
行恰当、合理的干预，帮助学生建立更为系统化、科学化的学习
方式。根据学生不同的个性特征、学习需求、兴趣爱好等，协助
学生建立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教师通过对传统教学内容的认知及
网络教学平台的了解，向学生推荐更专业的学习资源、学习平台
等。引导学生建立长期、持续性的良好学习行为，从而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与此同时，教师也应与学生在线上建立融洽的沟
通氛围，通过对学生持续的观察与引导，改进学生错误的学习行
为与动机，不断完善学生的学习理念。教师基于对学习分析技术
的运用，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等方面的观察与分析，使教师更好
的对他们的学习状况进行适当的干预与提醒，从而提高学生学习
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基于在教育行业多年工作经历累积的教

学经验，以及对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深入了解，针对教育领域中
面临的技术革新，督促教育工作者们应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不
断进行研究与创新，制定更先进、科学的教学模式，从而开展教
学工作。无论是针对教育大数据下的学习分析及干预研究工作，
还是不同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以及思想动态等，教师都应保持持
续的关注，从而能及时的获得有效数据，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学
习观念，培养他们正确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
并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隋永博,曹旭.基于数据挖掘的学习分析在教学中的应用

初探——以高校计算机课程为例[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
报,2018,34(05):988-991. 

[2]赵雪梅,赵可云.教育大数据应用于学业预警的设计研究
——以农村留守儿童学业预警为例[J].教育发展研
究,2018,38(12):64-71. 

[3]陈晨. 学习分析支持的群体互动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
[D].江苏师范大学,2018. 

 
作者简介： 
袁培鑫，（1996.12-），男，汉族，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

大学，本科生，学习分析研究。 
张晓丽（1979.2-），通讯作者，女，汉族，重庆，昆明理工

大学，工学硕士，讲师，从事大数据分析研究。 
 
支 撑 项 目 ： 云 南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教 育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AD17003）；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01801154057);
全国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2017QNJ027）；昆明理工大
学“智慧教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重点项目(2018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