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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第四届学习分析与知识国际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4-28 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利斯成功举行,会
议以探讨学习分析研究、理论和实践的交叉点为主题,涵盖了学习分析技术在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
工程学中的运用,以及教育数据挖掘、计算机算法和数据可视化等方面的发展。 文章首先说明了此次会议的背

景,从研究、理论和实践三方面阐析学习分析主题之间的关系,简述了来自孟菲斯大学的格莱赛教授(Art Graess鄄
er)、香港大学的罗陆慧英(Nancy Law)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克莱默教授(Scott Klemmer)三位专家所

作的主题报告;然后从学习分析与课程教学设计、教与学过程挖掘和评价、学习分析与学习资源、文本挖掘与语

义分析、学习分析与数学教育、学习分析与教育一体化、学习分析多元化等七个方面对分论坛报告及会议进行系

统综述;文章最后指出未来学习分析研究和发展的五个方向:逐步明晰学习分析系统概念与理论、研究通用性的

算法和模型、研制学习分析技术标准、支撑数据驱动的学习和评估、融入教育信息化应用与实践、推进教育的深

度发展和加快多元化进程,期望能够推动学习分析系统化研究和在教育中的深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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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由国际专业协会———学习分析研究协会(Soci鄄
ety for Learning Analytics Research,简称 SoLAR)承

办的第四届学习分析与知识国际会议( learning ana鄄
lytics and knowledge conference)于 2014 年 3 月 24-
28 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利斯成功举办。 来自世

界各地教育技术、学习科学、数据挖掘、计算机科学

等领域的顶尖研究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主题

是探讨学习分析研究、理论和实践的交叉点,强调学

习分析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数据分

析,而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型研究。 因此,学习分

析的结果不但有理论意义,更可以被学生和老师甚

至管理者应用于日常学习、授课和管理实践。 会议

共接收了来自 26 个国家的 13 篇长论文,25 篇短论

文,设 3 个小组会议。
学习分析是在教育大数据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它一直在探究自己在教

育分支中的位置。 任何一个专业方向的产生都需要

有理论支持的研究并和实践紧密结合,学习分析亦

是如此。 如图 1 所示,圆圈为学习分析,三角形为其

发展所需的三个支撑点。 学习分析若要成为一个成

熟的学科方向,需要相关理论指导研究,并将研究结

果放在实践中去检验和应用,同时通过实践反馈逐

步完善理论。 本次会议的三个主题报告也从这三方

面进行了详细阐述。理论方面,来自美国孟菲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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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学习分析主题

学的格拉斯教授主要阐释了学习分析和理论的结

合。 作为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的标志性人物,
他以自动化辅导者(auto tutor)为例详述了自然语言

处理、认知构架、学习科学等理论对学习分析的支

持。 研究方面,鉴于学习分析在教育系统的应用研

究有限,来自中国香港大学的罗陆慧英教授以自己

多年参与教育与技术结合国际项目为基础,提出了

如何将学习分析成功融入主流教育的建议。 实践方

面,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克莱姆教授

以 MOOC 为例,阐述了如何在实践应用中设计学习

分析工具。

一、学习分析与课程教学设计

摇 摇 课程教学设计在教育中占重要地位,然而学习

分析在课程教学设计中的应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展

示。 此次会议专门开放分论坛探讨学习分析对课程

教学设计的影响。
(一)课程分析

学生每个学期都要从课程列表中选课。 研究表

明,课程选择对学生的成绩和表现有显著影响。 南

等人(Nam et al. ,2014)通过选择成绩积点在 3. 0 以

上工程科目学生的选课数据库进行挖掘,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的选课建议。 研究表明,学生的课程成绩

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 SAT)及高级科目的选

择、高中成绩有直接联系。 同时,他们也指出有些课

程只有同时选择,学生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课

程之间相互联系或互为基础。
学习分析指导课程设计或再设计的研究很少。

门德斯等人(Mendez et al. ,2014)基于项目层面提

出了一组简单的学习分析技术,并将其应用于“计
算机科学冶 项目的现有历史数据。 这组技术涉及课

程难度评估、课程之间的依赖性评估、课程的一致

性、确定导致辍学的选课路径、学业负载 /学业成绩

可视图等五个方面。 而最终应用案例的分析结果对

课程的重新设计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二)教学设计

学习分析以数据科学为基础,教学设计人员、学
习专家等没有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背景,理解学习

分析模型会面临困难。 布鲁克斯和格里尔(Brooks
& Greer,2014)创造性地借鉴用户体验领域的人物

角色扮演(Personas)帮助这些没有数据背景的学校

工作者理解学习分析的模型。 他们把原本复杂的数

学预测模型放入工作人员熟悉的情境中,并用简单

的语言描述,以促进对模型的理解。

二、教与学过程的挖掘和评价

摇 摇 作为一种实时的应用系统,学习分析在教与学

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及时

的反馈和建议。 因此,教与学过程的挖掘、模型的建

立和理解、结果可视化在传统教学系统和 MOOC 中

的应用在会上受到了重点关注。
(一)传统教育系统

1. 教育过程挖掘

教育过程挖掘技术是支持学习分析的核心技术

之一。 过程挖掘的基本思想是从信息系统记录的事

件日志中提取信息。 然而,教育过程挖掘技术在使

用时存在两个问题:1) 已有模型不适合一般学生的

行为;2) 对教师来说,已有模型在使用、分析时太复

杂。 伯格等人(Bogar侏n et al. ,2014)提出采用聚类

方法改善教育过程挖掘,同时优化已有模型的性能

和可理解性。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使用所

有事件日志数据揭示学生行为的过程模式相比,改
进模型的适应性好很多,提高了可理解性。

2. 学生风险预测模型

学生风险预测模型是对学习过程评价的重要应

用。 它可以用对学生过去行为的建模预测和评判他

们未来的成就,只是学生的预测模型一般比较复杂,
只能应用于一门课程。 罗格斯等 ( Rogers et al. ,
2014)提出用简单的指数构建模型。 该模型根据情

景的不同可以灵活调动。 实验结果显示,这些模型

不但简单灵活而且正确率也可以和传统的回归模型

相媲美。 阿圭勒等(Aguilar et al. ,2014)对学生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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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预测模型的实际应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被告

知预测系统只能作为参考的情况下,导师指导学生

选课或学习时依旧过分依赖预测系统。 他们指出未

来设计学生风险预测系统需考虑如何避免此类情况

发生。 帕米提舒等人(Zacharoula et al. ,2014)对学

生的电脑测试成绩创建了预测模型,此模型可以预

测学生答对每道题的可能性以及所用时间,还可以

预测最后成绩。 奥格等(Aguilar et al. ,2014)用学

生电子档案中的丰富数据进行学生的风险预测并产

生了良好结果。
3. 教育干预

预测模型检测出学生可能存在失败的风险,就
必须及时干预。 然而,随着学习分析的出现,如何将

教学干预和学习分析结合? 韦斯(Wise,2014)分析

了教学设计中学习分析的应用情况并提出了四项原

则:结合(integration)、代理(agency)、引用框架( ref鄄
erence frame)和对话(dialogue),以此为学习分析下

的教育干预设计提供指导。
(二)MOOCs
在过去五年中,MOOC 得到了极大发展。 几乎

所有提供 MOOCs 的学校都想了解学生学习 MOOCs
的过程。 然而,传统的可视化方法不能很好地展示

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表现。 克里芬等人 ( Coffrin et
al. ,2014)用常规的可视化方法检测两门 MOOCs 学

生的行为,但是看不出两门课程的区别,因为学生对

这两门课的参与率开始很高但随后又迅速下降。 为

了更好地了解学生MOOCs 的学习过程,他们尝试各

种不同的可视化方法对学生进行分类,以更好地了

解他们在 MOOCs 中的表现。
同时,由于学生数量巨大,很多学习得不到个性

化指导,而且由于没有学分要求,学生的参与度不能

持久。 因此海克等(Hickey et al. ,2014)用一些大学

的网上课程做实验,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他们提

出 13 条不同的策略,比如让学生互评作业、老师颁

布奖章等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和帮助,从而达到给学

生提供个性化建议和提高学生参与度的目的。
作为支持大规模评价的有利工具,学生互评在

MOOCs 中的应用非常有限。 一方面,学生互评的可

靠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虚拟化环境缺乏对学生互

评的系统支持。 因此欧扎尼克等(Vozniuk et al. ,
2014)设计了社交媒体系统 (Graasp)用于学生互

评,并以一门课程进行有效性实验。 试验结论显示,
与老师评价相比,学生互评可靠且有效。

最后,桑多斯等(Santos et al. ,2014)认为在为

MOOCs 做复杂系统学习分析之前,应先确立学生学

习成功和 MOOCs 系统之间的具体联系。 因此,他们

通过一系列的统计测试检测MOOCs 结构、课程设计

和学生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学生参与讨论

和课程的程度与最后成绩密切相关。

三、学习分析与学习资源

摇 摇 学习分析起步于对学习资源如学习管理系统等

的挖掘,然而学习资源并不仅限于常规学习系统。
会议不但对常规学习管理系统的模型和算法进行了

深入探索,也尝试探索对其他学习资源的挖掘。
(一)学习管理系统资源

常规学习管理系统虽然已有相对成熟的挖据模

型和算法,然而覆盖面和数据源还有待优化。 赫克

等人(Hecking et al. ,2014)介绍了一种资源访问模

式的分析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 Moodle 平台网络

课程中,以了解课程资源的使用情况。 他们还对社

会网络分析法进行了修改,构建了根据资源访问日

志的动态“学生—资源冶二模网络,从中观察哪些资

源使用最多,使用者是谁,以及随时间变化学生和资

源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何等。
沃丁顿和南(Waddington & Nam,2014)将学习

管理系统中课程资源使用情况和早期预警系统相结

合,关注课程资源使用和学生期末成绩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收集了的一门必修化学课

(CHEM 100)10 个学期的数据,并将课程资源分四

类:课程信息、讲座、作业和考试准备,利用多项类别

变量回归分析评估获“A冶或“B冶的学生和获“C冶的
学生的资源使用情况。 结果表明,使用资源多的学

生成绩更好,使用讲座、考试准备两类资源多的学生

获“A冶或“B冶的可能性更大。 由此,根据资源使用

情况可以有效地对学生学习进行干预。
(二)在线课程和电子档案

过去几年里,通过在线课程获得知识和技能的

成人学习者不断增加,然而成人学习者要同时面对

工作和学习,如何管理时间是他们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 日志数据可以记录登陆时间从而考察学习过程

如何发生,但单独的日志数据没有理论支持无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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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学习过程。 乔等人(Jo et al. ,2104)提出了一种将

用户日志数据转换成能体现学习成效的预测指标方

法。 他们先从日志数据中集中抽取可能体现学习者

时间管理策略的几个变量,然后通过实证研究确定

变量能否体现学习成效。

四、文本挖掘和语义分析

摇 摇 传统的学习分析一般注重于对数字的分析,比
如在学习管理系统中下载文件数,发布讨论帖数等。
文本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在本次会议中

成为一个重点。
(一)以文本为基础的评价

形成性评价在教学中日渐得到重视。 学生简短

的文字回答为形成性评价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然而,常规文本挖掘方法不能很好地用于分析小学

生的书写习惯和用词。 因此利曼·芒克等(Leeman
-Munk et al. ,2014)基于小学生的科学课程,专门开

发了文本分析方法,为教师的实时评估提供帮助。
甘斯维克等(Gasevic et al. ,2014)用语义分析技术

对学生视频标注软件的文本进行了分析。 实验结果

显示,学生对视频标注软件的应用促进了反思性学

习和心理发展;如果教师能对学生的视频标注给予

评分,将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二)文本分析和知识构建

在在线讨论中,分析不同类型信息出现的先后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类型文本消息或信息序列在

知识构建过程中存在的时间和因果关系。 邱明等

(Chiu & Fujita, 2014)提出了一种分析个人特征与

非线性、异步消息之间关系的方法———统计话语分

析(SDA)。 他们对 17 名学生在线教育技术课程中

13 周所写的 1330 条异步信息进行统计话语分析,
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和最新信息微序列认知情境以

及社会元认知会影响后续的新信息和理论。 陈博栋

等人(Chen & Resendes ,2014)强调协作学习研究中

时间维度的重要性。 他们使用丰富的知识论坛文本

数据集,探讨可以预测知识构建话语成效的时间模

式,并应用 Lag-sequential 分析探讨促成有效对话的

不同方法之间的过渡关系。

五、学习分析与数学教育

摇 摇 学习分析的前驱是美国普渡大学的信号( sig鄄

nal)项目,主要用于探测理工科专业学生的学习风

险。 此次会议依旧注重学习分析在理工科教育尤其

是数学教育中的应用。
(一)数学学习环境分析

数学学习对所有学生都是一大挑战。 因此很多

研究者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数学学习环境辅助学生学

习。 如邢万里等(Xing et al. ,2014)建立了基于数

学合作学习虚拟环境的自动化评估模型。 鉴于数学

学习和合作学习的复杂性,他们开创性地运用活动

学习理论指导聚类算法,建立了一个学生在数学协

作学习的评估方法。 另一方面,学生通常认为数学

学习和自己的兴趣不相关联。 鉴于此,美国卡耐基

梅隆大学开发了智能数学学习辅导系统(MATH鄄
ia),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数学题目。 丰乔和

里特(Fancsali & Ritter,2014)通过数学累计将学生

的兴趣量化,然后根据学生对数学内容的兴趣强烈

度比较学生间学习结果的差距,结果显示学生在做

和自己兴趣紧密相关的习题时表现更好。
(二)数学学习困难检测

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如何给

学生及时的帮助至关重要。 因此塔拉等人(Taraghi
et al. ,2014)专门对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学习乘法进

行研究,并尝试对学生学习困难进行预测,为学生提

供及时的帮助。 他们应用马尔科夫(Markov)模型

对 4. 4 万多名学生解题答案进行建模,推断出学生

能提供最优解或最慢的解答方法。 这种模型也可以

用来发现学生在学习乘法所遇到的困难,有助于教

师提供个性化的帮助。 现有学习分析很多时候可以

发现问题,但不能追根溯源为何产生问题。 孟德巴

洛等人(Mendiburo et al. ,2014)以学生在虚拟环境

中学习分数为例,阐述他们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此

类虚拟环境中的学习分析插件可以检测学生的学习

困难,然后他们再对学生进行访谈,发现问题所在并

进一步改进学习分析插件使其更加智能化。
学习分析在数学学习中的应用为学生营造了轻

松自如的学习环境,学生自动评估学习,根据兴趣开

展个性化学习以及解决困难提供帮助;老师可以更

清楚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表现,给学生提

供个性化的帮助。 相对于理工科教育的创新应用,
学习分析在文科中的应用是我们日后应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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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习分析与教育一体化

摇 摇 从研究角度来看,学习分析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然而其在学校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十分有

限。 本次会议讨论了如何扩大学习分析在教育界的

影响,如何将学习分析进行大规模应用及将学习分

析和教育进行一体化设计。
(一)学校的部署和应用

学习分析在教育部门引起了关注,越来越多学

校正考虑实施学习分析计划。 为帮助这些机构明确

并做好成功实施学习分析的准备,阿诺德等人(Ar鄄
nold et al. ,2014)认为有必要开展如“学习分析准备

工具冶(LARI)的在线调查。 该调查以熟知学习分析

的人员为对象,围绕与学习分析实施有关的五种因

素:能力、数据、文化和过程、管理和基础设施、整体

准备认知。 调查结果显示,能力和整体准备认知是

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教育大数据的应用在过去几年蓬勃发展,但数

据在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还十分零乱并缺

乏系统的统筹规划。 皮蒂等(Piety et al. ,2014)将

学术分析、学习分析、教育数据挖掘和学校教学及管

理工作的框架完美整合并提供了初级模型。 吉布森

等(Gibson et al. ,2014)提出了分析的认识操作模型

(The cognitive operation framework for analytics,简称

COPA)模型,将认知过程和学习分析系统结合起

来。 该系统可以为学习分析在学校中的设计提供指

导。 他们对一个设计的基础模型进行实验,结果显

示此系统可以很好地检测学习设计的缺陷。
(二)在国家范围内的评估

学习分析在一个国家的影响如何判断? 昂德里

克等人(Drachsler et al. ,2014)介绍了荷兰学习分析

暑期学院(LASI)开展的一项组概念映射(GCM)研
究。 该研究在不考虑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
和教育数据探掘(educational data mining)研究现状

的情况下,确定学习分析在荷兰的潜力和风险,预测

利益相关者对学习分析在荷兰教育体系中产生影响

的期望。 研究结果显示,学习分析被认为有利于学

生和老师个性化、教育研究、学习设计、表现反馈等。
与作者预期不同的是,对学习分析在荷兰教育体系

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一致。

七、学习分析多元化

摇 摇 学习分析经历了三年的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学

习管理系统、在线学习系统、网上协作系统等拓展到

了更广阔的教育领域。
(一)在新系统中的应用

现实世界学习(Real-world Learning)是体验式

活动中的重要部分,但目前还没有成熟的评价方法。
奥卡达和塔达(Okada & Tada,2014)提出了一种系

统地整合现实世界学习中的异构因素(包括学习者

的内部情况、外部情况、学习情况)的方法,形成性

评估现实世界的学习。 该方法能够识别学习者保持

行为的特征序列和相关身体语言,估计其兴趣的 3D
位置,还能估测学习者当前和预期的学习主题。

另外,交互科技(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在教

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然而此类系统生成的是复杂

的、非结构化的数据,导致传统的数据挖掘方法,比
如潜在语义分析和图像分类方法不能得出有效结

果。 库皮等(Coopey et al. ,2014)提出了半自动的概

念分析模型———协作空间分析(Collaborative Spatial
Classification)应对此挑战。 该模型不但可以同时处

理多个空间多种工具的可视化,而且可以根据产生

的数据进行总结,为老师提供实时化建议。
(二)在传统教育中的应用

人类的肢体语言是人际沟通最丰富也是最模糊

的信息来源。 拉察等人(Raca et al. ,2014)提出了

一种测量课堂动作的方法并将收集的信息与学生注

意力的主观感知联系起来。 他们认为相邻学生之间

的同步运动存在潜在原因,而相邻两个没有实际直

接交互的人也会互相影响。 比较分析学生间同步移

动的情况可以评估整体注意力水平。 观察还发现注

意力水平较低的学生反应慢,这种现象作者将其命

名“sleepers' lag冶。
阿尔梅达等人(Almeda et al. ,2014)探讨了教

师在装饰教室墙壁时选择的模式。 研究发现,存在

四种类型的视觉教室环境。 教师在墙壁上装饰学习

内容的程度是区分他们使用哪种装饰方法的一个重

要特征。 同样,学校类型 (无论是私立或特许)也是

决定教师对课堂墙壁设计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阅读理解的评测代价很高,袁月苒等人(Yuan

et al. ,2014)提出使用廉价的脑电图(EEG)检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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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阅读理解。 成人学习者期待他们的教育经历与

职业有关,但这种期望没有得到满足。 葛南等

(Grann & Bushway ,2014)介绍了一种可视化学生

特定能力状况的仪表板———Capella 大学能力地图

(competency map) 及其设计、完善和应用的过程。
能力地图能帮助学生概念化学术经验,沟通成就,关
注他们未来的研究,帮助教师让学生深入地参与学

术项目。

八、学习分析研究与发展趋势

摇 摇 学习分析在连续四年的新地平线报告 (New
Horizon Report)中都被列为影响未来教育的重要科

技,该技术从长期预测(未来 4 -5 年)到短期预测

(未来 1 年内),逐步走向大规模应用,足见学习分

析技术在教育技术及教育信息化领域的热度和重要

性。 其最根本原因在于学生对电子设备和网络的广

泛应用而使教育迈入大数据时代。 学习分析从最初

的探索和自由发展(见表一)逐步成为一个系统的

有理论支持的教育实践学科方向,逐渐从教育数据

挖掘的影子下扩展到了和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工
程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和借鉴。

然而,学习分析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学

习分析研究将出现在以下趋势:
1)逐步明晰学习分析系统的概念与理论。 虽

然学习分析在学校和各种平台,如 MOODEL、Sakai、
Blackboard、MOOCs 等得到了大量应用,然而学习

分析技术的应用只能在一种系统或平台上运行,学

表一摇 LAK 四次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主题

LAK11
2011 年 1
月 27 日-
3 月 1 日

加拿大
学习分析技术在技术、社会
和教学等维度的整合( Sie鄄
mens,2010)

LAK12
2012 年 4
月 29 日-
5 月 2 日

加拿大

在学习分析技术、知识建模
和表征、知识工作和分析等
领域的现状及发展策略探
索(LAK12,2012)

LAK13
2013 年 4
月 8 日-4
月 12 日

比利时
学 习 分 析 辩 证 法。
(LAK13,2013)

LAK14
2014 年 4
月 24 日-
4 月 28 日

美国
探讨学习分析研究、理论和
实践的交叉点

校各种资源无法整合到一起,学生学习轨迹也不能

精确和完全地捕捉,因此学习分析系统的概念得到

了重视。 它有系统功能,可以统一整合分析整个学

校的学习和活动数据。 此系统不但可以将已有各种

学习系统和资源整合在一起,还可以拓展以应对未

来新的系统升级或提供新应用的接口(见图 2),学
习分析系统是以整个教育体系为基础的大系统概

念,涵盖了各种教育方法和模式。

图 2摇 涉及多个教育数据科学(EDS)领域的边界活动

2)研究通用性的算法和模型。 学习分析到目

前为止已经从单一的学生危险预测拓展到学生评

价、学习过程挖掘等。 算法也从开始的简单线性回

归模型进化到了高级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模型,
比如遗传算法、贝叶斯算法等。 然而,目前学习分析

研究者建立起的模型和算法大多还局限于某一课程

或环境。 这就造成了资源大量浪费,因为开发一种

模型需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如何开发一些通用

型的模型实现跨平台、跨学科的应用是当前急需解

决的问题。
3)研制学习分析技术标准。 在标准层面开展

研究,可形成学习分析标准体系、信息模型、数据接

口规范、服务质量评测等,涉及学习过程数据记录规

范,源息性问题即记录学习数据完备性问题,恰当地

记录与学习过程相关的全部数据 (吴永和等,
2013)。 分析学习数据规范,建立相应学习分析引

擎,分析可视化规范,建立分析面板等都是从学习分

析的数据角度,构建学习分析对象 (马晓玲等,
2014)。 国际标准组织 (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共建的联合技术委员会( JTCI)下的第 36 委

员会(SC36)负责信息技术在学习教育与培训标准

开展的研究,成为第 27 届 ISO / IEC、JTC1、SC36 全

会和工作组会议一个热点。 笔者在 WG5 工作组上

作了学习分析提案报告(吴永和,2014),目前还成

立了 Ad Hoc Group on Learning Analytics 项目研究

组。 同时 IMS 开展学习测得分析(Learning Cali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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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s)标准研究(IMS,2014),欧盟 LACE 学习分

析的项目涉及学习分析标准研究(LACE,2014)。
4)支撑数据驱动的学习和评估。 《地平线报告

2014 年高教版》指出,未来三至五年内改变高等教

育的中程趋势:数据驱动的学习和评价的兴起。 利

用学习分析技术可为教育提供精准服务, 以支撑数

据驱动的学习和评估。 学习分析系统可应用到教育

多个层面,在学校教学资源、老师课程分配、学生选

课指导、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推荐等都可以用数据

说话,用数据支持决策。
5)融入教育信息化的应用与实践。 一方面学

习分析可融入各教育系统中,如现有各种 LMS,LC鄄
MS,CMS,ITS;另一方面可形成独立的学习分析系

统,对外提供学习分析服务。 在教育信息化应用层

面,可分别建立小、中、大型三类学习分析应用系统:
小型系统,如基于电子书包的课堂教学、数字化校

园;中型系统,如从区域层面建立基础教育资源库、
MOOCs、微视频资源库等要求的学习分析;大型系

统,即基于云平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建立国家

层面的“人人通冶系统。
6)推进教育的深度发展和加快多元化进程。

如本文所述,学习分析已影响到从学生选课到教学

管理等教育的方方面面。 很多学习分析的应用还处

于研发阶段,一些产品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很有限。
因此,研究者应更加注重将学习分析的研究和实践

结合起来以形成产业化,从而对整个教育领域产生

更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加快其多元化进程,就如

2015 年 LAK15 会议的主题那样:“扩大:从大数据

到大影响冶 ( Scaling Up: Big Data to Big Impact)
(LAK15,2015)。

九 、结语

摇 摇 第四届学习分析与知识国际会议的召开预示着

学习分析技术的国际影响将不断扩大,同时也意味

着学习分析需要面对诸多挑战,任重道远。 本文首

先阐明学习分析主题中的研究、理论和实践三者关

系,并简述格莱塞教授、罗陆慧英教授和克莱默教授

三位专家所作的三方面主题报告;再从七个方面对

分论坛报告及会议进行了系统地综述性分析:从课

程分析和教学设计阐述了学习分析对课程教学设计

的影响,从教育过程挖掘、学生风险预测模型和教育

干预等传统教育系统以及 MOOCs 阐析了教与学过

程挖掘和评价,从学习管理系统资源、在线课程和电

子档案阐释学习分析与学习资源的内在关系,从以

文本为基础的评价、文本分析和知识构建剖析文本

挖掘与语义分析,从数学学习环境分析和数学学习

困难检测分析了学习分析与数学教育,从学校范围

内的部署和应用、在国家范围内的评估阐明学习分

析与教育一体化,从学习分析在新系统中的应用和

学习分析在传统教育中的应用阐述学习分析多元

化;最后,指出未来学习分析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期
望能够推动学习分析系统化研究和在教育中的深度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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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nalytics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 A Review on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alytics and Knowledge

WU Yonghe1,摇 CAO Pan3,摇 XING Wanli2, & MA Xiaoling3

(1. School of Ope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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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alytics and Knowledge ( LAK 14)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March 24 -28, 2014 in Indianapolis, India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conference focuse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on learning analysis related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al psy鄄
chology, educational management, educati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data mining, computerized algorithms, data
visualization and it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terse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fer鄄
ence, and then describes the keynotes presentations by Art Graesser, Nancy Law and Scott Klemmer. Next, the authors
reviewed and analyzed those reports and papers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mining and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learning resources, text mining
and semantic analysis,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learning analysis diversification. At the end,the authors
conclude and point out the ho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learning analytics in the future such as gradual鄄
ly clearing analysis system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learning, research versatility of algorithms and models, develop鄄
ment of technical standards on learning analytics, supporting data-driven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application of in鄄
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ducation and practice, promoting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di鄄
versified process.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mote systematic research of learning analytics and deep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Key words: learning analytics;data mining;algorithm;visualization;educational theory;MOOCs;instructional de鄄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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