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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当前,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实时决策、数据可视化和个性化学习服务受到人们的热捧,但很少有人

从伦理规范和质量保证等视角对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进行反思。 本文首先厘定了教育大数据的内涵、
特征,然后分析了教育大数据与教育虚拟社区的契合以及教育大数据当前研究和应用中在技术器物、运维机制、
使用主体三个层面所凸显出的问题,认为以学习者为中心、具有生态交往文化特性和一定伦理规范的教育虚拟

社区可以规避教育大数据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教育大数据回归教育虚拟社区将是必

然,并阐述了实现教育大数据向教育虚拟社区回归的思路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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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两年来,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得到人们

的广泛关注。 在线教育机构纷纷以教育大数据标榜

自己,动辄以“教育大数据可视化冶 “个性化学习服

务冶宣传自己。 教育大数据的作用被绝对化,教育

大数据的宣传、研究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和

神化,一些机构疯狂涌入教育大数据领域。 然而,很
少有人对其深层问题进行探讨。 比如,教育大数据

生成的原动力是什么? 其发展有无规律可循? 研究

和应用中伴有什么样的伦理问题? 教育大数据的终

极目的是什么? 本文在对教育大数据内涵进行深刻

解读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教育大数据在发展和应

用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教育大数据回归教育虚拟

社区的必然,以及如何实现教育大数据向教育虚拟

社区的回归。

一、何为教育大数据

摇 摇 学生学习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学习数据,尤其

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和泛在学习、移动学习

等普及后,教育大数据自然而然成为教育领域的新

生事物。 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教育现象、内
容和规律之间的级联性、高相关性被要求运用大数

据的思想和方法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挖掘。
(一)对大数据的认知

已有大数据的定义大多从其特征出发进行描述

性定义(Laney,2012;Barwick,2011;IBM;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0)。
大数据产生于网络生产过程中,伴随物联网、社交网

络、云计算等网络服务的发展,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

和分析工具很难再应对网络生产过程中的海量数

据。 大数据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两点———在线和交

互。 “大数据冶在内涵和外延上已超越传统意义上

的“数据冶概念。 其实,“大数据冶一词并不能准确概

括当今大数据研究领域的全部。 大数据的重点并不

在于“大冶,而在于其蕴涵的多元、有序、共享、生成

等思想,在于人们在技术哲学指导下应对大数据挑

战过程中所生成的技术、方法和思维。 基于大数据

的思维和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应是稳定、可重复、可解

释、可实施的。
(二)教育大数据的涵义

国内关于教育大数据的定义最早见于徐鹏的

《大数据视角分析学习变革》一文。 他从产生教育

大数据的主体出发,将教育大数据区分为广狭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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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教育大数据泛指来源于日常教育活动中人类

的行为数据;狭义的教育大数据指的是学习者的行

为数据(徐鹏等,2013)。 章怡等从教育大数据如何

产生的角度将其界定为:信息技术支持下教与学各

个环节所产生的符合教育大数据特征的数据集,是
信息技术环境下教与学行为轨迹的产物(章怡等,
2014)。 2013 年 10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瑞恩·贝

克(Ryan Baker)在 Coursera 平台开设“教育中的大

数据 冶 ( Big Data in Education ) 课 程 ( Coursera,
2013),向学习者介绍常用的数据挖掘方法,以及如

何将这些方法应用到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中。
美国 Knewton 教育公司将教育大数据分为两类:一
类是有关学生基本信息的数据(例如,身份识别数

据);另一类是基于学生学习活动用以提升学习效

果的数据,包括学习交互数据、推断的内容数据、系
统范围数据、推断的学生数据(Ferreira,2013)。 根

据已有研究并结合教育虚拟社区实践,本文将教育

大数据界定为:学习者以学习为目的,在互联网学习

环境中借助一定媒介,与外界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

数据,主要包含学习行为数据、学习内容数据、虚拟

社会网络关系数据以及学习管理数据。
———学习行为数据即记录学习者网上学习行为

的数据。 例如,学习者访问网站的分布数据,包括访

问网站的时间分布数据、停留时间、回访次数、回访

相隔天数等。 对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数据的分析和

研究有助于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类型、学习风格以及

所需学习服务类型等。
———学习内容数据指学习者在网络学习过程中

形成的关于某一问题的观点、意见,这种数据多以文

本、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形式沉淀下来。 对学习内容

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有助于描绘学习者的知识图谱,
明确学习者的知识掌握情况。

———虚拟社会网络关系数据主要记录学习者在

各虚拟学习社群中的交往属性和交往动态,以及在

社群中的位置和作用。 掌握学习者的虚拟社会网络

关系数据有助于了解知识在虚拟社区中如何传递,
进而更好地促进知识在虚拟社区中的传播。

———学习管理数据即对学生学习进行管理和评

价中所记录、生成的数据。 学习管理数据的管理和

应用水平体现了一个组织或机构学习管理的能力。
教育大数据与其他行业领域(医疗、交通、气

象、金融等)大数据相比,其特点为教育性、交互性、
生成性。 教育大数据是以“教学冶和“学习冶为中心

所产生的数据,主要生成于以“学习冶为中心的在线

交互过程中,且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一定的自

组织性。 教育大数据的重点并不在于其存储、生成

和计算上的“大冶,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方法

论和技术论上的变革,一种对于教育和学习问题研

究的新思路。

二、教育大数据回归教育虚拟社区的必然

摇 摇 当前,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面临一系列难

题。 世界银行前资深教育专家埃米利奥 · 门

(Emilio Porta)认为,当前真正有用的教育大数据仅

来自于数据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且这些教育大数据

在制定国家层面教育政策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Porta,2013)。 教育大数据在技术器物、运维机制

和应用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使教育大数据在学习

分析和个性化学习建构方面还未真正发挥作用。 通

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教育大数据与教育虚拟社区

在文化内涵、人本主义追求、联通虚拟教育与现实教

育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 而且,教育虚拟社区在

教育、人文和社会价值上的功能和追求,很好地规避

了教育大数据的缺点。 结合当前的教育实践,我们

认为,教育大数据与教育虚拟社区相结合,即教育大

数据发展和应用的社区化将成为必然。
(一)教育大数据和教育虚拟社区的契合

教育虚拟社区基于跨时空、开放、自由的网络虚

拟环境,社区成员之间进行专题研修、交互协作、资
源共享,从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共

同社区文化心理、生态式的社会关系共同体(胡凡

刚,2005)。 开放、自由、平等、共享等是教育虚拟社

区的显著特征。 《美国 2010 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强
调虚拟社区和教育大数据在“技术支撑的学习模

型冶和“基于联结的教学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专

业知识模型冶中的重要作用(The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2010)。 徐鹏在探讨美国教育大数据对我国

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启示时指出,教育大数据

为教育虚拟社区的建设和运维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教育大数据和教育虚拟社区都是在网络技术背景

下,促进在线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的。 因此,目标的

一致性和教育文化的相似性为两者的契合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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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 教育大数据和教育虚拟社区蕴含相同的文化

内涵。 教育虚拟社区和教育大数据本质上皆呈现开

放、自由、平等、多元、自主生成的文化特性。 教育虚

拟社区是学习者在平等、自由、自主的文化氛围下自

发聚集而成的。 教育虚拟社区生态交往的文化特性

是从线性走向网络,从依附走向平等,从他塑走向自

塑(胡凡刚,2011)。 在教育虚拟社区交往过程中,
学生不用顾忌课堂教学中的等级、优劣、专家和教授

的权威。 来自优等生的优越感在教育虚拟社区完全

被颠覆。 学习者相互间平等交流和表达观点,不存

在学习上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 教育虚拟社区开

放、自由、平等、多元、自主生成的特性能激发学习者

表达自身学习需求、开展社区交往的愿望。
教育大数据突破了传统数据绝对集权的观点。

每位学习者都可借助互联网和媒体设备生成学习数

据,都是教育数据的中心。 数据在网络世界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都借助数字信号在网络中传输。 每位

学习者都可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各人在学习过程

中生成的数据也各不同。 同时,随着学习的不断深

入,新数据又会在已有数据上不断生成。 这些数据

的不断积累,最终实现对学习者的准确“画像冶。
2. 教育大数据和教育虚拟社区具有共同的人本

主义追求。 以往对学习者学习数据的处理多为记录

和储存,且数据多是静态、孤立的结构化数据。 各教

育部门、教育机构、网络学习社区之间的数据相互割

裂,得不到有效联结,在数据库建设、应用上存在重

复性。 基于云计算的教育大数据,实现了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学习数据的共建、共享,实现了不同系统间

的耦合,即多种学习情境中产生的数据可有效联结。
例如,由海峡两岸五所交通大学 2013 年 8 月发起并

建立的 ewant 育网开放教育平台,创新性地实施微

学程学习模式。 微学程是一组精心设计、有系统关

系的课程,每个微学程包含三门以上的课程,课程间

有连贯性、逻辑性,每门微学程课程会在 1-2 年间

陆续开设( ewant,2013)。 这种基于教育大数据、跨
地域的微学程模式使学习者对某一领域知识的学习

历程更加系统、完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

理念。
教育虚拟社区的形成建立在交互的基础上,这

种交互存在于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内

容、内容与内容之间,学习者在其中共同协作、相互

学习、完成知识建构,并体验学习的归属感、成就感

和存在感。 在交往日益文明的教育虚拟社区中,学
习者自我价值的实现将会成为最大、最现实的需求。
在这种自我需求的驱动力下,学习者会积极发出自

己的声音、共享自己的观点,进而增强其促进社区智

慧和个体智慧的发展。
3. 教育大数据和教育虚拟社区———虚拟教育与

现实教育有效联通的路径。 联通主义学习观强调知

识分布在网络中,这一网络有三层含义:个体的知识

网络、小规模的学习社群网络(包括现实和虚拟两

种形态)、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等将各种学习社群

连接起来形成的跨社群虚拟学习网络。 联通主义学

习观认为知识蕴含在这些网络的节点以及节点之间

的联结中,并通过节点间的不断交互,在网络中不断

生成新的知识,促进各个层次的网络在组织、内容和

结构上更加有序、自组织。 学习的关键是形成网络

内外的有效联结,在不同层次的有效联结中丰富和

完善个体知识结构(George,2005)。 这种联结和交

互通过不同层次的网络间和网络内的数据和信息的

流动而实现。
学习者在虚拟教育和现实教育中的学习行为,

展现的是学习者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学习需求,都是

学习者心理活动外化的表现。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

育虚拟社区跨越时空阻隔将虚拟教育与现实教育有

效联通,消除了二者的界限。 这种联通的根本驱动

力是学习者学习和交往的需求,联通的形式就是教

育虚拟社区中数据和信息的流动。
(二)教育大数据存在的问题

海德格尔在评价技术的消极影响时指出,单纯

的技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技术影响而产生的技

术思维(许良,2005a)。 当前,对教育大数据的研究

和应用多停留在希冀的美好愿景上———如果教育大

数据按照如何如何的顶层设计,那么将会产生如何

如何的效果。 这就暴露出人们对教育大数据的认

识、研究和应用还存在一定问题。 虽然教育大数据

能够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但它不能解释这一过

程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且学习过程还存在数据无法

表征的因素,例如学习动机和情感因素等(祝智庭

等,2013)问题。 基于大数据的机器学习还无法构

建类似人脑这样的智慧系统,主要技术瓶颈在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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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无法像人一样去感知周围事物( Jordan,2014;赵
勇,2014)。 此外,教育大数据还存在如何在价值

观、性格塑造和公民参与等方面发挥作用 ( Tan,
2013),如何保卫学习者的自由意志、道德意志,如
何保卫学习者的自主选择权、学习的能动性(Cuki鄄
er,2014)等问题。

德国哲学家 E·卡西尔(Emst Cassirer)等人主

张把技术看作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技术和文化在交

互过程中相互影响,形成技术文化。 对技术文化分

析研究可从三个层面进行,从外到内依次是:技术器

物层、技术制度或技术体制层、技术意识形态层(许
良,2005b)。 依据教育大数据的特性、当前研究和

应用现状,借鉴卡西尔等人的思想,教育大数据凸显

的问题可以划归为三个层面:技术器物层面、运维机

制层面、使用主体层面。
1. 技术器物层面

1)教育大数据对学习者的数据化解构与重构。
教育大数据的技术思维取向认为,教育大数据产生

的过程即对学习者数据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每位

学习者都是一个数据源,都可以逐步加以解构,直到

每一部分、每一属性都以数据化形式表示,并可以一

定的编码进行映像存储。 然而,这种映像与学习者

之间不能划等号,这种数据化解构与重构,忽视了学

习者的自我意识、自我能动性、信仰和道德情感。 学

习者不再被视为有思维和能动意识的人,而被替代

为一串串的符号记录。 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干

巴巴的数据关系,失去了之所以为学习者的根本属

性。 此外,学习者不仅有知识的需求,还有社会交

往、情感和价值观方面的需求。 学习者这些需求的

程度,以及这些需求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也无

法通过数据衡量。 互联网进化论的提出者刘锋认

为,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最终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

数据互联为中心(刘锋,2009)。 学习的思维过程是

不可还原、不可重复的,每位学习者思维加工的经验

和知识基础各有不同,不能机械地将已有学习者的

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学习者身上。
2)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过程中的单向性。

教育大数据的真正力量在于将基于数据的形成性反

馈准确地指向学习者(Clark,2013)。 当前,教育大

数据的存储和聚集比较常见,且容易实现。 然而,真
正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决策和个性化学习建构却

很少。 教育数据只是单向地流向数据中心,很少形

成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意义反馈,学习者与教育大数

据之间缺乏深层交互。 数据被无意义地收集和存

储,潜在意义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即使存在

反馈,那也是低层次的,很少涉及智慧层面。
3)教育大数据的产生多以网络终端设备为中

心,并非以问题为中心。 在处理学习者的某一问题

时,研究者需要跨越多设备聚合数据,然后再对数据

进行分析和处理。 因此,数据准备阶段耗费时间和

资源较多。
2. 运维机制层面

1)在线教育产业链上企业或机构间的利益博

弈阻碍了教育大数据的联通。 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等拥有教育大数据却没有处理数据的能力,企业拥

有处理、分析教育大数据的能力,却得不到教育大数

据。 在线教育机构关于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未

能实现良好的沟通和共享,多为竞争关系。 目前,国
内各大网络公司纷纷依托自身优势打造垂直在线教

育,最令人关注的是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
动向(见表一)。 三家互联网产业公司,分别依托自

身数据、流量和产业优势,发展在线教育,相互间缺

乏数据的沟通和交互。 这种博弈导致数据断联并形

成一个个“数据孤岛冶,阻碍了他们通过相互合作达

到整体的最大利益。 近期,“学堂在线冶正与阿里巴

巴磋商,合作一旦成功,天猫盒子用户即可通过电视

学习“学堂在线冶提供的高清 MOOC 课程。 这种将

传统教育电视与新型 MOOC 在线教育相结合的创

新模式能实现将互联网运营商、教育大数据、教育电

视和 MOOC 等多种技术手段和优势资源的结合(辛
巴,2014)。

2)教育大数据算法限窄学习者信息来源。 维

克多·迈耶(Viktor Mayer-Sch觟nberger)和肯尼斯·
库克耶(Kenneth Cukier)反思教育大数据负面影响

时指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课程推荐一定程度限窄

了学生的选课范围,挫伤了学生向困难挑战的积极

性,使学生转而选学容易通过的课程 ( Mayer -
Sch觟nberger et al. ,2014)。 埃里帕泽(Eli Pariser)研
究发现,基于大数据的媒体和网络过滤机制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学习者信息视野的拓展(Pariser,2011)。
在教育虚拟社区中,相同或相反观点的学习者自发

地聚集网络,形成强连接。 然而,真正给社群带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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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摇 BAT 基于云计算的在线教育对比

公司 云平台 数据资源 技术优势 研发机构 教育社区 是否收费

百度 百度开放云
用户检索数据
公共 WEB 数据

数据聚合
语义分析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研究院
百度数据研究中心

百度学堂
百度教育

免费
+有偿

阿里巴巴
阿里云

(“飞天冶计划)
用户在线交易数据

部分社交数据和移动数据
底层系统
并发处理

阿里研究院
阿里集团数据委员会

淘宝同学 有偿

腾讯
腾讯开放平台
腾讯云平台

用户社交数据
关系数据

分布式数据存储
社会网络分析

腾讯数据平台部
腾讯数据中心

腾讯课堂
腾讯精品课
Q 群教育

免费
+有偿

观点、新知识的,往往是弱连接上的某些节点。 刘锋

认为忽略互联网上人脑的参与,是当前互联网发展

面临的主要困境。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算法和人工智

能能否知道学习者的真实想法,提供的学习服务能

否真正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有待进一步商榷。
3. 使用主体层面

1)教育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伦理失范。 首先,
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中的隐私问题。 受家长、数
据隐私保护者和教育工作者对学术数据隐私的质

疑,2014 年 4 月美国知名教育大数据新兴公司 in鄄
Bloom 宣布停止运营。 inBloom 公司的宗旨是将经

过存储、清洗和聚合分析后的教育大数据提供给政

府批准的第三方机构开发教育产品,以更好地促进

课堂教学。 虽然 inBloom 公司的初衷值得称赞,但
其在具体操作中将学生的敏感数据提供给利益集团

用作 数 据 挖 掘, 没 有 充 分 保 障 学 生 的 隐 私 权

(Her觟ld,2014)。 其次,教育大数据所有权应当归

谁? 是学生、教师,还是教育机构? 最后,教育大数

据研究和应用到底是公益还是商业? 教育大数据的

应用和研究迄今还未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伦理规

范。 教育大数据的伦理失范主要表现在对学生和教

育相关从业人员的隐私侵犯,在实际研究和应用中

目的与手段的不统一、研究方法的不规范等。
2)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缺乏一定的质量

保证体系。 随着大数据的“蹿红冶,一些利益组织或

个人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疯狂涌入教育大数据领

域,各大教育公司或组织摇身一变成为基于教育大

数据的教育产业公司。 然而,在线教育盈利周期较

长,许多教育机构受时间制约和利益诱惑,急于从数

据的浅层分析和表象中得出结论,并将其应用于教

育服务。 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

用质量标准鉴定体系的不完善,由此建议应建立一

套相对成熟的教育大数据应用、评价体系,对各行

业、领域的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质量进行评定,
以此提高涉足教育大数据的门槛。

3)专业教育大数据分析师的缺乏。 当前制约

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非技术,
而是人才———教育大数据分析师。 教育大数据分析

师应是兼具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
同时具备大数据思维,能从学生角度发现问题、思考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美国求职网站 Ca鄄
reer Cast 发布的 2014 年全美十大最佳职业中,与大

数据相关的职业分别排第一、三和八位( Perman,
2014)。 如今,电子商务、天文研究、社交网络分析、
医疗健康、气象研究等领域已开始招聘大数据分析

研究人员。 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2010 年就开始招聘

精通大数据相关知识的记者。 BBC 新闻在线在早

期项目研究中就已在由多领域专家合作的项目中培

养具备多领域知识、精通大数据的记者。
不可否认,教育大数据的应用会对教育的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不希望把一堆有关学习的数

据扔给机器,认为有关学习的问题都可借此得以解

决。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似乎改变了问题的本质。
教育是关于人的复杂性系统,教育大数据仅仅是整

个系统的一环。

三、教育大数据回归教育虚拟社区理路

摇 摇 以学习者为中心、具有一定生态交往文化特性

和价值诉求的教育虚拟社区规避了教育大数据的缺

点,为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指导。 结合

当前教育实践,我们认为,教育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

与教育虚拟社区相结合,即教育大数据的社区化将

成为发展的必然。
(一)自组织教育虚拟社区避免了教育大数据

的无意义增长

戴维·阿斯平(Aspin,D. N. )从教育哲学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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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出,由于人是具有自主性的个体,人类作为一个

共同体具有相同的福祉和道德追求,因此在教育现

象中必然会呈现自治性和群体性(戴维·阿斯平

等,2013)。 基于自组织的教育虚拟社区以超循环

理论为指导,无论是学习个体,还是整个社群都具有

认知意识。 基于自组织的教育虚拟社区的发展能够

避免教育大数据自发、无意义的聚集,引导教育大数

据向合理、有序的方向生成。 从整体生成论的角度

看基于自组织的教育虚拟社区主要经过自选择、自
组织、自稳定三个阶段(见图 1)。 个体水平的循环

过程中,学习者借助已有认知结构参与学习交往,伴
随以同化和顺应,促进学习者个体认知结构的不断

完善。 符合社区认知规律、发展需求和具有共同情

感追求的学习者的社区交往过程被保存下来,成为

社区发展的关键节点,同时这些关键节点在社区内

交往过程中改变着社区的结构和功能,不断促进社

区水平的认知循环。 新认知水平上的教育虚拟社区

作为一个单元进入更高层次(相关社区耦合为更大

的教育虚拟社区)的进化循环,形成社区间的影响。
这样,底层循环催化、耦合为高层循环,同时高层循

环对底层循环有负反馈作用,通过自选择和自组织

使整个生成系统趋于稳定,形成超循环形态的教育

虚拟社区。

图 1摇 自组织教育虚拟社区的认知发展

在这种超循环机制中,不同层次间能够耦合的

基础有两点:一是学习者学习交往的本性;二是学习

者追求自我归属感、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耦合的具

体表现是数据承载的信息在不同层次间交换和传

递。 自组织教育虚拟社区将教育大数据和学习者统

筹考虑,同一问题的关联数据自发聚集并被收集,增
强了数据之间的互通性、关联性,避免了教育大数据

的无意义增长和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中的单向

性。 学习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干巴巴的数据关联,
而充满了人情味。

(二)构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虚拟社区学

习者个性化学习服务

教育大数据的真正力量在于将基于数据的形成

性反馈准确地指向学习者。 共享内容对象参考模型

SCORM(Shar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注重

教育资源的可重用性、可获得性、耐久性、互通性。
然而,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更好地促进教师

的“教冶。 学习管理系统强调的是对学生学习事务

的在线管理和处理、信息拥有者对信息的综合处理

和应用,但其信息处理的对象多为某个学习群体或

个体,很少研究同一学习者的跨群体表现。 在教育

大数据时代,在线学习正在从以内容为基础的弱互

动向以关系为基础的强互动转变。 基于教育大数据

的教育虚拟社区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服务将与学习者

的多种教育云相整合,通过对教育云中教育大数据

的分析,识别学习者,进而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

服务(见图 2)。

图 2摇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虚拟社区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服务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虚拟社区学习者个性化

学习服务构建大体分为以下三阶段:识别学习者、确
立最优个性化学习服务、学习服务推送。 首先,通过

对学习行为数据、学习内容数据和虚拟网络社区关

系数据的分析,结合学习者已有的管理评价数据,识
别学习者,实现学习者基本属性和学习需求的准确

定位;其次,学习服务提供方依据学习需求制定学习

服务,第三方评价机构依据学习服务标准在相互

“竞价冶的学习服务中选择最优学习服务;最后,教
育虚拟社区选择合理、有效、人性化的方式向学习者

推送学习服务。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虚拟社区学习者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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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服务的构建中,生成的每一步数据都是对上一

步的反馈,同时这些数据也会以多种形式加以管理

和评价,并存储于数据库中。 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

育虚拟社区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服务,是一种遵从学

习者学习需求,跨媒体、跨社群、跨终端、多情境、最
大限度地整合与学习者相关教育大数据的学习服

务,能实现教育大数据产业链上合作博弈的最优。
(三)以教育虚拟社区伦理建设规范教育大数

据应用

康德说“你的行为要始终把人的本质作为目

的,而绝不要仅仅作为手段对待,无论这本质是你自

己,还是他人冶 (Kant,1964)。 也就是说,人不是通

往任何目标的工具,而是目标本身。 在线教育组织

或机构将学习者作为教育大数据采集和实验的对

象,并将获取的数据用以商业目的,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做法会导致意外的“目的的善冶,但学习者在这

个过程中对自己的数据和信息被利用是否知情,是
否允许,又是否自愿? 教育大数据的社区化有助于

规范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通过教育虚拟社区

伦理的带动和示范,形成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

伦理规范。
首先,保障教育虚拟社区学习者的信息知情权。

在广播媒体时代,信息源(例如,媒体和报纸刊物的

编辑等)根据一定的职业伦理和价值判断有甄别地

向用户传递信息。 但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

源,信息甄别被计算机算法所取代,然而这种机器算

法是否考虑了人类思维的伦理道德、价值判断和情

感因素? 因此,教育虚拟社区应赋予学习者一定的

信息甄别权、知情权和自主权,也就是学习者应知道

教育虚拟社区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用户获取了哪些

信息、丢失了哪些信息,学习者可以凭借自身需求定

制、取消各类信息服务。
其次,保障教育虚拟社区中学习者的个人隐私。

教育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学习者最为关注的是个人

隐私。 教育大数据的隐私和安全问题,不仅要诉诸

法律、制度和技术,最根本的应加强人们在个人隐私

和数据使用上的伦理规范教育。 美国“大数据、伦
理与社会理事会冶 ( the Council for Big data, Ethics
and Society)定期召集各领域的专家研究大数据的

安全、隐私、平等和使用问题,并通过发布评论、白皮

书,开发大数据标准等使大数据研究人员和公众及

时了解与大数据相关的社会、伦理、法律和政策问题

(Boyd et al. 2014)。
最后,建立健全教育大数据应用的相关法律法

规,制定教育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相关行业标准。
某组织获取学习者的数据后,为何其他组织使用这

些数据需要向其付费,即使这种付费是合理的,付费

标准又如何制定? 这些基于教育大数据的交易原则

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交易中的具体问题,应通过相

关法律和行业标准规范教育大数据的操作流程,提
高教育大数据服务领域的准入机制。

四、结语

摇 摇 教育大数据回归教育虚拟社区的过程应符合

伦理规范,具有一定质量保证体系,以提升学习服务

为目的。 教育大数据回归教育虚拟社区不是把教育

大数据的特性加以刨除,更不是两种技术或思想的

简单叠加,而是以教育虚拟社区的特性规避教育大

数据在思想、方法和实际应用中的弊端,回归意味着

教育大数据在教育虚拟社区中是一种内在的存在和

超越。 教育大数据向教育虚拟社区的回归,是一种

价值引领,其实质是一定意义上向学习者的回归,是
对学习者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和自我追求的肯定

和彰显,目的是把学习者应有的权利归还学习者。
未来研究中,我们将会继续研究如何实现教育

大数据在符合伦理规范要求下向教育虚拟社区的回

归,如何使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更加符合教育

虚拟社区生态交往的运行机制,从而变革现有教育

虚拟社区的学习和交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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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nd Learning Analytics for Educ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ZHANG Hongmeng & HU Fanga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爷 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 real- time decisions, data visualization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services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have received scholars爷 interest, but few people have reflected on the research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on the perspectives of ethical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urance.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educational vir鄄
tual community,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ly, the paper defines educational big data and describes its
features and meaning. It also analyzes the commonalitiesbetween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and the educ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on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characters, humanism and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nline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Secondly, the articlereview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and sums up its ex鄄
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According to Emst Cassirer, we divide the problems into three aspects—technology, op鄄
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users. In the aspect of technology, the digitally deconstructs and reconstructs for the
learner, the collection and storage of the data do nottake the students in center and form little constructive feedback for
the learners. In the aspect of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interest game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leads to the
“data island冶 and hampers the data interchange. At the same time, the algorithms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could not perceive the circumstances around the learner and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the learner is really thinking.
In the aspect of the users, it lacks of ethics,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analysts. All
three aspects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es, we believe that the charac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could overcome the drawbacks of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Thirdly, this paper states how to realize the ed鄄
ucational big data regresses to the educ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We believ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er cen鄄
tered of the educ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could avoid meaningless growth of the big data; the ec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uld overcome the mechanical reduction for the learner; the community-based educa鄄
tional big data could connect the learners and form the constructive feedback for the learners.

So the educational big data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educ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Integrating the educa鄄
tional big data andthe virtual community can help highlight the learner爷 s self-awareness, self-value and self-see鄄
king, and value the learners爷 rights during the education process.
Key words: educational big data; educ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connectivism; self - organizing theory;
hypercycl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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