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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学习效果评价模型构建——以云班课教学实践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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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学内容单一、手段落后、评价滞后的传统教学一直深受学术界的诟病，尤以单一期末考试成绩评判的标准最为突出。在鼓
励个性化发展的当下，一刀切的评判标准显得格格不入。结合大数据背景，本文以云班课实践教学为例，通过搜集学习者基
础信息、追踪学习行为习惯、记录学习效果反馈构建基于数据的学习效果评价模型。通过分析学习行为、学习效果反馈数据
更好的了解学习者个体情况，对学习者封分层归类，为后期个性化学习方案奠定基础，为后来研究抛砖引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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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渗透，教学模式、学习行为、

学习习惯等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教师为主导的讲授

式教学模式逐渐向以启发式、引导式的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

模式转变，学习习惯也以集中式的书本学习向互联网学习转

变，基于互联网的泛在学习已成为“互联网 +”时代下的重

要学习途径 [�]。如何分析、评价、引导个体完成个性化学习，

做到因材施教是值得探讨的。[�]

2�传统教学现状分析�

在教育普及和推广中，普适化、共性化成为传统教学的

理念。在这一方式的指导下，教学内容单一、教学环境封闭、

填鸭式被动教学成为主导，教学评价更为注重结果导向，忽

视受教者个性化发展，这一发展理念也与因材施教背道而驰。

这一认知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米春桥等，����；徐骏骅等，

����；周显春等，����；刘清堂等，����）[�,�]。

传统教学法之下，我们往往看到学生学习注意力不集中、

怠学、厌学明显，课堂互动局限于个别同学与教师之间，教

师寄希望于课后作业反馈获取学生知识习得情况反馈，但在

教师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较多的课后作业的批改则使教师陷

于作业更改的境地，难以做到面面俱到。此外，班级较多、

课程较多等教学任务使得因材施教显得遥不可及，在此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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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翻转课堂、022&课等新概念推陈出新，

前者在于提高课堂效率，重新定义课堂教学，后者则将当下

“互联网+”技术运用于课堂教学中，为泛在学习提供保证，

但两者均未就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判，缺乏有效数据说明我

们则难以对个体进行评判，从而找寻个性化教学实施的依据。

本文以云班课教学为例，以云班课为教学技术手段搜集学生

学习行为，并就此构建学习评价模型，为后期个性化学习方

案制定探究抛砖引玉。

3�基于数据的学习效果评价模型构建

3.1�基于数据的学习效果评价模型设计

以云班课为代表的教学技术手段应用使得过程化数据追

踪成为可能，辅助教师更好的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动态，将

教学由传统的期末结果导向转向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综合性

评估，通过收集学习者基础信息、追踪学习者学习行为习惯、

分析学习者学习反馈效果，完成学习者画像，并依据此完成

学习个体个性化学习方案制定。受启发于柯氏四级培训评估

模式，本文构建基于数据的学习评价模型如图：

个人信息 学习行为 效果反馈

班级
年龄
性别
专业
性格
出勤

课堂抢答

课堂举手

互动点赞

头脑风暴

课前测试

答疑讨论

资源推荐

资源学习

数据搜集 数据分析 数据反馈

学习者 教师

平台
（云班课）

课堂测试

小组任务

期中测试

期末测试

学习反映 学习转变 行为迁移 学习结果

图 ��基于数据的学习评价模型

3.2�收集学习者基础信息

对学习者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了教学效果的程度，对学

习者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孙力等 (����) 以网络学习为例，

梳理学习者类型分为两大类，按照学习者知识表示方式不同、

数据的生命周期及其在教学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划分。

结合课堂教学实践，我们从年龄、性别、专业等基础信息了

解学生，结合郝耀军等 (����) 提出的双层动态学生模型，

分为初始层和高级层。初始层采用复合认知型学习者模型，

在此基础上加入学习者兴趣、爱好、知识结构、学习历史

等，利用 Hop�eld�神经网络算法得到高级层，完成基础信息�

搜集 [�]。

3.3�追踪学习者学习行为习惯

我们通过追踪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观察其是否从被动、

单一学习向主动、互动、探究式学习转变，从学习转变和行

为迁移两方面记录学习者学习行为习惯。

3.3.1�学习转变

学习转变数据集中于课堂教学环节，利用云班课平台展

开线上互动，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记录学生课堂抢答、

课堂举手、头脑风暴等学生课堂互动参与情况。对参与度低

的学生结合学习者情况分析，了解学生不愿参与的真正动因，

如性格腼腆、对知识不感兴趣等，分析成因才能有的放矢。

对参与度高的同学，我们认定其有较好的互动、更乐于掌握

所学知识，通过引导使其逐步向探究式、自主性学习转变。

3.3.2�行为迁移�

云班课除了日常课程活动，也提供了“资源”栏目上传

课程资源（本地文件、网页、资源库等不限），学习者通过

查阅资源获取相应的经验值，教师可通过学习者个体经验值

雷达图直观查看学习者学习情况。讨论区则解决了师生、生

生之间课后互动问题，学习者通过将自己的疑惑提交讨论区，

教师即可予以回馈，相似问题即可在讨论区得到共享。同时

我们鼓励学生将自己查阅到的相关学习信息上传讨论区，实

现学习资源共享。通过查阅答疑讨论、资源学习的经验值，

追踪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是否多元化分布于讨论、资源学习等

环节，帮助教师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知识掌握程度，

学习者是否具有主动学习的趋势。

3.4�分析学习者学习反馈效果

最后是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反馈。通过云班课课堂测试了解

全班同学就该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辨析知识的易混点、易错点，

记录每位同学的错题分布情况。通过小组任务查看每组同学任

务完成快慢、正确率，就学习者团队协作、知识掌握、知识灵

活运用展开评价。通过期中测试了解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学习

进度，通过期末测试查看学习者最终学习效果。通过一系列测

试、团队任务完成对学习者学习效果反馈，掌握个体学习情况。

4�本文的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在柯氏四级培训评估模式基础上结合当下大数据时

代背景，以云班课为技术手段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从学习者

个体信息出发，追踪其学习行为、分析学习反馈效果，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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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数据的学习评价模型。通过了解个体学习特征、学

习习惯及知识掌握情况，在充分了解个体行为的基础上实现

因材施教的最终目的。但目前云班课中云教材、视频资源有

待进一步完善，后期完善后可通过点击率、访问量等指标了

解学生学习行为；此外相关数据可在云平台查阅，却无法导

出完成后期数据加工处理，不利于多班级数据分析，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大数据的处理与分析，相信以后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 黄慧 , 刘正涛 , 朱鹏宇 ,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学习评价 . 职业教育研

究 ,����(��):��-��.

[�]� 徐骏骅 , 景秀眉 , 朱晓洁 , 基于数据的个性化创新学习评价模型构

建与研究 .科技创业月刊 ,����.��(��):���-��.

[�]� 刘清堂等 , 教育大数据视角下的学习分析应用研究与思考 . 远程

教育杂志 ,����.��(��):��-��.

[�]� 孙力 , 张婷 , 网络教育中个性化学习者模型的设计与分析 .远程教

育杂志 ,����.��(��):��-���.

[�]� 周显春 , 谭瑞梅 , 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学习研究文献分析 .计算机

时代 ,����(��):��-��.

�2,��KWWSV���GRL�RUJ����������M[IIF[�VM�Y�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