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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合适的数据分析技术能使我们借助网络学历教育学生在学习和管理系统中产生的数据和信息,
发现相关规律,进而为网络学历教育教学和管理流程的优化提供有益的决策依据。 本文采用数据挖掘中数据分

类 C5. 0 决策树方法,通过分析网络学历教育本科学生英语学习及相关信息,实现了对其英语统考成绩的预测。
在分析英语统考前景预测的目标特性后,在 SPSS 的 Clementine 12. 0 数据挖掘环境中,历经数据提取、数据预处

理、决策树构建和决策树优化等步骤,本研究构建了网络教育本科英语统考成绩的预测模型,并提出了模型实现

方法;同时对模型相关属性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提高网络教育本科学生英语学习水平和统考通过率的

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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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摇 摇 近年来,大数据的概念逐渐兴起,人们用它来描

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及与之相关

的技术发展与创新(黄荷,2012)。 大数据带来的机

遇是可以利用数据分析技术预测未来。 数据挖掘是

从大量不完全、有噪声、模糊、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

含在其中、人们事先不知道但又潜在有用的信息和

知识的过程(洪建峰,2013)。 它是一种深层次的数

据分析方法,主要依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统计学

技术,对数据进行归纳推理,从中挖掘出潜在的模

式,预测未来趋势,为决策提供支持。
我国网络高等学历教育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各

试点高校对网络学习相关系统进行了完善,尤其是

管理、学习、评价和监控系统的运用,产生了大量学

生学习过程的相关数据。 例如,学生个人信息,课程

考试成绩,在线学习次数、时间点、学习兴趣点和学

习时长,作业完成情况,参与讨论情况,过程性评价

等。 目前这些数据仅存在于各类网络学习和管理系

统中,未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能运用数据挖掘

技术和学习分析技术,建立相关系统对其进行提取

和标准化处理,可以为网络学习流程和管理流程的

优化设计,提供相关决策依据(魏顺平,2013);同
时,可以了解学生学习的效率、意愿、耐心度和专心

度、相关兴趣点等个性化信息,为学生提供网络学习

的个性化提醒和指导,以及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推送

服务等(傅钢善等,2014;陈益均等,2013);最终通

过建立以学习者数据为核心的学习支持系统,构建

智能化网络学习环境。
网络教育的部分公共课程统考是本科层次学生

毕业电子注册的必要条件。 其中英语是网络教育学

生的难点。 各试点高校都在尝试采用各种方式提高

英语统考的通过率。 本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以江

南大学网络教育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学习

平台中学生个人相关信息、入学测试成绩、入学后英

语类课程及其他课程学习情况的数据进行分析,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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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其网络统考英语课程的考试成绩。

二、数据挖掘技术理论描述

摇 摇 数据挖掘是利用模式识别、统计和数学的技术,
从大量数据中筛选发现新的有意义的关系、模式、变
化和主要结构的方法(陈文伟等,2004)。 随着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它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人工智能、机
器学习、市场分析、商务管理和决策支持等领域。 数

据挖掘由三个步骤组成:数据预处理阶段、模型设计

阶段和数据分析阶段。 分类和聚类技术是其中最有

应用价值的两大技术。
(一)数据分类技术

数据分类指分析数据库中的一组对象,找出其

共同属性,然后根据分类规则,把它们划分为预先设

定好的不同类别。 数据分类过程一般分两个部分:
先是确定分类规则,也称为学习或训练过程,即先将

训练样本数据集作为输入,依据数据集特征为每一

类别建立分类规则或描述;然后通过更大量的测试

数据集测试这些分类规则,以生成更恰当的分类规

则,并依据最终的分类规则形成数据分类。 目前分

类方法包括基于决策树的分类,如 ID3 算法和 C4. 5
算法;基于统计的分类,如贝叶斯分类算法;基于神

经网络的分类,如后向传播算法;源自关联规则挖掘

概念的分类和遗传算法等。
(二)数据聚类技术

数据聚类是根据在数据中发现的描述对象及其

关系的信息,将数据对象分组而形成数据簇。 最终

目标是:簇内的对象相互之间相关,不同簇的对象之

间不相关。 簇内相似度越大,同时簇间差别越大,数
据聚类效果越好。 已有的分类方法包括划分方法、
层次方法、基于密度的方法、基于网格的方法和基于

模型的方法等。
总之,分类是按照某种标准给数据贴“标签冶,

再根据标签区分归类。 聚类是事先没有“标签冶而

通过分析找出数据之间存在聚集性原因的过程

(Kantardzic,2011)。 分类适合类别或分类体系已经

确定的场合;聚类适合不存在分类体系、类别数不确

定的场合,一般作为某些应用的前端。

三、数据分析技术的选用

摇 摇 我们通过采集和分析本科生个人相关信息及在

网络学习平台留下的学习信息,预测学生在网络统

考英语课程的前景。 由于统考合格是网络教育本科

生毕业电子注册的必备条件,我们将预测的结果仅

定义为“合格冶与“不合格冶。 这属于数据挖掘的数

据分类问题,本研究将采用基于决策树的分类方法。
决策树方法起源于概念学习系统,就是使用树

的结构对数据进行分类,每个条件下的记录集就像

一棵树的叶节点。 根据字段数据取值的不同,可以

对决策树进行分支,在决策树各个分支的子集中再

重复建立分支和决策树各下层节点,形成一棵决策

树。 目前最有影响的决策树算法是 ID3 和 C4. 5。
ID3 主要是选择运用信息最大属性的增益值来

进行样本训练划分,其目的是能够使熵在分裂系统

时达到最小,以此提高决策树算法的精确度和运算

速度。 ID3 算法的缺陷在于运用信息增益作为分裂

属性的标准,在取值时会不自然地偏向于取值较多

的属性,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属性不能提供更多

有价值的信息。 C4. 5 是改进 ID3 形成的新算法,它
能够同时处理连续值和离散值的属性。 C4. 5 选择

测试的标准主要采用信息增益比,这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了 ID3 的不足。
C5. 0 算法是 C4. 5 算法的修订版(商业版),适

用于处理大数据集,计算速度快,占用内存资源较

少。 C5. 0 算法根据能够提供最大信息增益的字段

划分样本,对第一次划分出来的子样本递归划分,直
到不能再分为止,最后重新检查最底层的划分,去掉

贡献不大的分支,得到最终模型。 C5. 0 可以产生两

种模型:决策树和规则集。 决策树由算法划分样本

直接产生,每个叶子节点表示一个特定的训练数据

子集,训练数据集中的每个样本只属一个叶子节点。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给定的样本通过决策树只能得

到一个预测结果(Zhu et al. ,2009)。
C5. 0 决策树分类主要分为两个过程。 首先是

学习过程,就是通过对大量的训练数据集学习来构

造决策树。 第二步是利用构造的决策树进行分类,
先利用测试数据集评估决策树分类的准确率,如果

准确率可以接受,则将生成的决策树用于新的数据

分类。 本研究采用 C5. 0 为数据挖掘的内核算法。

四、英语统考成绩预测的实现

摇 摇 依据上述讨论,本研究运用数据挖掘的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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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技术实现网络教育本科生英语统考成绩的预测,
历经数据提取、数据预处理、决策树构建、决策树优

化和预测实现等步骤(见图 1)。

图 1摇 英语统考成绩预测实现流程

(一)分类规则构建环境

Clementine 是 ISL( Integral Solutions Limited)公
司开发的数据挖掘工具平台,SPSS 公司收购 ISL
后,对 Clementine 产品进行了重新整合和开发。 目

前 Clementine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数据挖掘工

具。 SPSS 和一个从事数据挖掘研究的全球性企业

联盟制定了关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行业标准:CRISP-
DM (Cross - 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鄄
ing)。 与以往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的数据挖掘方法

论不同,CRISP-DM 将数据挖掘技术与具体商业目

标相结合,使数据挖掘成为商业过程,并将具体的商

业目标映射为数据挖掘目标(Zhu et al. ,2009)。 目

前世界上 50%以上的数据挖掘工具均采用 CRISP-
DM 的数据挖掘流程。

CRISP-DM 的数据挖掘流程包含商业理解、数
据理解、数据准备、建模、模型评估和结果部署六个

步骤(SPSS White Paper,2004)。 Clementine 完全支

持 CRISP-DM 标准,其智能预测模型有助于快速解

决出现的问题。 由于其对商业目标的深入理解,
Clementine 最后得到的数据挖掘结果的配置非常有

效(刘世平等,2003)。 本研究选用的分类规则,即
分类决策树的形成环境是 SPSS 的 Clementine 12. 0。

(二)分类规则的构建及优化

在 Clementine 12. 0 中用 C5. 0 算法构建英语统

考成绩预测的分类规则(即决策树的形成及优化),
可分以下七个步骤。

1. 数据的提取和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数据挖掘前的数据准备工作,目
的是去除与挖掘目标不相关的数据属性和内容,为
数据挖掘提供干净、准确、更有针对性的数据,减少

挖掘算法的数据处理量,提高挖掘效率和最终结果

的准确度。 数据预处理的方法包括数据选取、数据

清理、数据属性取值一致化、数据集成、数据转换和

数据简化等。 我们按学生基本数据、学习过程和成

绩数据从数据库中提取已有英语统考成绩学生的相

关数据。 由于英语统考学生在学习期间可多次参加

考试,为准确起见,本次只提取首次成绩,又考虑到

与英语统考结果关联度较大的相关数据属性,我们

制定了如下数据预处理规则:
1)由于学号和学生姓名一一对应,学生基本信

息保留“学号冶 “性别冶 “入学年龄冶 “生源地冶 “所属

专业冶5 个属性。 40 岁及以上入学者可免英语统

考,故去除入学年龄>﹦ 40 学生的所有记录。
2)学生成绩数据保留“入学测试英语冶“入学测

试计算机冶“入学测试高等数学冶 “入学测试大学语

文冶“大学英语二冶 “大学英语三冶 “所学课程平均冶
“学位英语冶八个属性。 由于入学测试时高等数学

和大学语文分别是理工类和文史类专业的测试课

程,除这两个属性外,去除其他成绩数据空缺的

记录。
3)学生学习过程数据合并为“在线学习情况冶

属性,并根据平台的形成性评价系统给出的总成绩

按标准化规则,从高到低以 150 分制赋值。
4)“统考大学英语冶仅分为“合格冶和“不合格冶

两个取值。
我们从江南大学网络教育平台数据库中提取本

科在籍学生的数据后,按前面所述的数据预处理规

则进行相应处理,保留了 7000 条相关数据,以 Excel
数据表格形式保存为“江大网络. xls冶。

2. 建立 Clementine 数据源

启动 Clementine 并新建流文件后,选择界面下

部“源冶子菜单内的“Excel冶,将其拖入面板中。 双

击面板中的“Excel冶图标,在弹出编辑界面中选择

“导入文件冶,选择文件“江大网络. xls冶并导入,面板

中图标名称变为“江大网络. xls冶。
3. 关联数据

选择界面下部“字段选项冶子菜单内的“类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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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拖入面板中。 选择“江大网络. xls冶图标,单击

鼠标右键,选择“连接冶,并连接到“类型冶。 双击“类
型冶图标,在弹出“类型冶对话框中点击“清除所有

值冶后,点击“读取值冶,并在“方向冶列表中进行属性

方向调整。 其中,由于“学号冶属性对于分类无作

用,方向为“无冶;“统考大学英语冶为目标分类属性,
方向为“输出冶;其他属性方向均为“输入冶。

4. 选择训练数据

1)选择统考大学英语成绩为“合格冶的数据:选
择界面下部“记录选项冶子菜单内的“选择冶,将其拖

入面板中,并与“类型冶图标连接。 双击“选择冶图

标,在弹出“选择冶对话框中,构建模式为“包含冶,条
件为“统考大学英语 = ‘合格爷冶。 为了平衡训练数

据中“合格冶比例过大的情况,选择“记录选项冶子菜

单的“样本冶,拖入面板中,并连接到“选择冶图标。
双击“样本冶图标,设置采样方法为“简单冶 “样本冶
“n 中取 1冶为 5(默认为 2),图标名称变为“取 15冶。

2)选择统考大学英语成绩为“不合格冶的数据:
选择界面下部“记录选项冶子菜单内的“选择冶,将其

拖入面板中,并与“类型冶图标连接;双击“选择冶图
标,在弹出的“选择冶对话框中,构建模式为“包含冶,
条件为“统考大学英语=‘不合格爷冶。

3)数据合并:选择界面下部“记录选项冶子菜单

内的“合并冶,将其拖入面板中,并与“取 15冶和统考

成绩不合格的“选择冶图标同时连接;双击“合并冶图
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合并方法冶为“关键

字冶,将所有属性放入合并关键字中,并选择“包含

匹配和不匹配的记录冶。
5. 选择算法并建模

选择界面下部“字段选项冶子菜单内的“类型冶,
将其拖入面板中,并与“合并冶图标连接。 同时,参
照“关联数据冶步骤,进行数据清除、读取和各属性

的方向调整。 选择界面下部 “建模冶 子菜单内的

“C5. 0冶,将其拖入面板中,并连接到刚建立的“类
型冶图标。 双击“C5. 0冶图标,设置模型名称为“统考

英语预测 1冶,其余设置均为系统默认值。 鼠标右击

“C5. 0冶图标,选择“执行冶,面板右侧分栏出现“统
考英语预测 1冶图标,建模完成。 将“统考英语预测

1冶图标拖入面板中,双击该图标可查看建模结果。
6. 模型分析

将“统考英语预测 1冶图标与连接“江大网络.

xls冶的“类型冶图标连接,再选择界面下部“输出冶子
菜单内的“分析冶,将其拖入面板中,与“统考英语预

测 1冶图标连接,右击“分析冶图标,选择“运行冶,可
以看到模型输出结果与实际数值的比较,即模型的

准确度。
7. 模型优化

通过前述步骤,得到的决策树由于训练数据集

包含 14 个属性(学号和统考大学英语除外),显得

较为复杂,程序实现较为困难。 鉴于 14 个属性与统

考英语成绩关联度有大小之分,在不显著影响模型

准确度的前提下,我们尝试逐步去除一些关联度较

小的属性,力求获得决策树复杂度和模型准确度之

间的一个最佳平衡点。 做法为:每次减少属性后,获
得新的 Excel 数据源,重复步骤(1) -(6),得到简化

模型及其准确度,并与前面的模型比较。 历次属性

去除情况及所得模型的决策树复杂度和预测准确度

见表一。
表一摇 模型(决策树)优化情况

序号 模型名称 包含属性情况
决策树
子节点数

预测准
确度(% )

1 统考英语
预测 1 包含所有 15 个属性 54 79. 18

2 统考英语
预测 2 删除生源地 50 81. 85

3 统考英语
预测 3

删除生源地、入学考试高等
数学和入学考试大学语文

47 82. 12

4 统考英语
预测 4

删除生源地、入学考试高等
数学、入学考试大学语文和
所属专业

44 82. 92

5 统考英语
预测 5

删除生源地、入学考试高等
数学、入学考试大学语文、所
属专业和性别

22 80. 84

6 统考英语
预测 6

删除生源地、入学考试高等
数学、入学考试大学语文、所
属专业、性别和入学测试计
算机

10 77. 52

从表一可以看出,减少训练数据集包含的属性

数量,所得到的决策树子节点数量相应减少,即决策

树的复杂度相应降低。 从减少属性数量对预测准确

度的影响看,高等数学和大学语文由于不是所有学

生都参加,应与统考英语成绩无关,属于无关属性,
去除后预测准确度反而上升。 同样,生源地和所属

专业也属于无关属性。 性别和入学测试计算机属相

关属性,去除后预测准确度下降。 从影响程度看,入
学测试计算机属性更大。 因此,综合考虑模型复杂

度和预测准确度,本研究选择模型“统考英语预测

5冶为最终结果。 该模型在 Clementine 中的分类模型

流程和所形成的决策树分别见图 2 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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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分类规则模型流程图

图 3摇 分类规则内容—决策树

(三)英语统考成绩预测的实现方法

图 3 所示的统考英语预测模型,即是所形成决

策树的展开。 本研究通过将 Clementine 12. 0 构建

的基于 C5. 0 算法的分类规则,即决策树代码,转换

成可执行的程序代码(其实就是 if -else 的嵌套组

合),通过 PHP 中的类方法实现(Adhatrao et al. ,
2013)。

江南大学网络教育的教学教务管理和学生学习

平台采用 SQL Server 为后台数据库,所有学生的相

关信息均存储在该数据库中。 对于学生而言,学号

是其在管理系统中的唯一标识,可以通过读取网页

输入的学号作为查询条件,通过 SQL Query 编写的

SQL 查询接口,从数据库中读出该学生“入学年龄冶
“入学测试英语冶“入学测试计算机冶“大学英语二冶
“大学英语三冶和“学位英语冶的成绩,并读取其所有

已学课程的成绩,作平均值处理后形成“所学课程

平均冶属性的数据;读取其形成性评价系统形成的

网上学习总成绩并作 150 分制标准转换后形成“在
线学习情况冶属性的数据。 通过在服务器端运行

PHP 语言实现的分类规则脚本程序,我们可以得到

该学生本科英语统考的预测结果。

五、结果及分析

摇 摇 本研究采用数据挖掘分类方法中的 C5. 0 决策

树方法,以江南大学已参加网络教育英语统考学生

的相关数据为训练数据,在 SPSS 的 Clementine 12. 0
数据挖掘环境中,通过对相关属性的不断精简,最终

构建了网络教育本科英语统考成绩的预测模型。 该

模型以“入学测试英语冶“入学测试计算机冶“大学英

语二冶“大学英语三冶“已学课程平均冶“在线学习情

况冶“学位英语冶七个属性为决策树的形成因素,构
建的决策树包含 22 个子节点,深度为 7,预测的准

确度为 80. 84% 。
Clementine 环境中形成决策树时获得各属性的

重要性可以通过双击图 2 中的“统考英语预测 5冶图
标得到(见图 4)。 “学位英语冶对统考英语成绩预

测的重要性最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者的考试要

求较为接近,考试的题型和题量基本相同。 学士学

位的获得比毕业要求更高。 单纯从考试难度而言,
学位英语的难度要略高于统考英语。 而从考试的形

式而论,英语统考是完全基于在线题库的全机考模

式,学位英语是传统的试卷笔试模式,并且有一定的

考试范围。 对于成人学生而言,更加适应传统的笔

试模式。 因此综合相比,两者的考试难度相当。 如

果达到了学位英语考试的要求,说明学生的英语总

体水平上了一个台阶,英语统考通过的可能性自然

增加。

图 4摇 各属性重要性

网络教育学生主要通过在线学习的形式完成课

程学习,达到学习目标。 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直接

反映了学生平时学习的状态和态度。 “在线学习情

况冶成绩好,说明学生平时学习态度比较认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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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各项学习任务能按时按要求完成,英语统

考通过的可能性就高。 因此,在线学习情况对英语

统考成绩预测的重要性占第二位是合理的。
“大学英语三冶和“大学英语二冶是网络教育本

科学生的两门英语课程。 其中,“大学英语三冶的课

程要求与英语统考的考试大纲要求更为接近,两者

对英语单词、语法、听力、翻译和写作等分项的具体

要求类似;而“大学英语二冶的课程要求要低于英语

统考。 英语课程的学习是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和通过

英语统考的先决基础条件,因而“大学英语三冶和

“大学英语二冶对英语统考成绩预测的重要性排在

第三位和第五位是可以理解的。 通过一系列恰当的

措施有效提高“大学英语三冶和“大学英语二冶的学

习效率和效果,尤其是前者对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和

英语统考的通过率意义深远。
在所有关联属性中,“已学课程平均成绩冶的重

要性排在第四位。 该属性反映了学生网络学习的最

终效果。 学生平时学习坚持得好,投入的时间和精

力多,课程的平均成绩自然就好。 与其相对应,学生

投入英语学习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多。 这直接关系到

英语的学习效果,最终影响英语统考的成绩。
“入学测试大学英语冶是试点高校针对就读学

历教育学生入学组织的英语基础水平测试,其成绩

反映了学生入学前的英语基础水平,是后续英语学

习的基础,对于预测学生入学后的英语学习成绩有

一定的重要性,但不是关键因素,因为它与后续学习

情况关联度更高。
“入学测试计算机冶的成绩直接反应了学生入

学前的计算机应用水平。 因为网络学习主要是通过

计算机网络进行课件学习、完成各类学习任务、参与

学习讨论和疑难问题解决等学习主要环节;英语统

考的完成也需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因此,
计算机应用水平对日常学习和英语统考的通过率具

有一定影响,这是该属性对英语统考预测具有一定

关联度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英语统考成绩是对网络教育本科学

生英语学习效果的最终考核。 我们所选取用于生成

预测结果的七个属性中,“入学测试英语冶和“入学

测试计算机冶分别代表了学生的学习基础;“在线学

习情况冶和“所学课程平均成绩冶分别代表了学生的

学习状态和整体学习效果;“大学英语二冶和“大学

英语三冶是学生英语学习的阶段性结果;“学位英

语冶是与英语统考同等重要的英语学习最终考核;
将这七个属性作为英语统考的预测依据是合理的。

除了两个代表学生基础的属性外,另外五个属

性都是通过具体的学习过程形成的。 通过最终的英

语统考预测结果可以分析出学生在整个英语学习过

程中的薄弱阶段,从而进一步分析决定学生英语学

习各阶段学习效果的学习行为,如网上学习的参与

度、网络学习次数、网络学习时长、网上提交作业情

况、网上交互讨论情况、学生前期考试行为等。 通过

对这些学习行为的统计、干预和预警提醒,同时,采
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特别是提高和完善对学生的

教学管理、学习指导和支持服务,激发学生网络学习

的自觉性,可以提高在线学习效率和效果,提升学生

各阶段性结果的成绩,最终提高英语统考通过率。
而这也正是我们后续研究的重点。

随着我国网络教育的深入发展,个性化学习支

持服务正越来越被重视和研究,各类应用系统也正

在逐步进入开发和应用阶段(顾小清等,2012;吴永

和等,2013)。 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即运用数据挖

掘和数据分析技术,依据网络学习系统已有的大量

数据,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背景、学习习惯、学习兴趣

和学习关注度等个性化因素与其学习效果的关联

度,对学习者网络学习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个性化

提醒、学习指导、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法推荐等学习支

持服务。 本研究所形成的学生网络教育英语统考成

绩的预测结果可以作为学生英语学习和统考辅导的

个性化服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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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twork Education
Results Prediction in Big Data Era:

A Case of English Unified Exanination for Online Undergraduates

SUN Li & CHENG Yuxia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information storm brought by big data is changing our life,
working and thinking style. More and more students are participating in online diploma education. They learn
through accessing and using online resources, online homework, interactive discussions and examinations. Such par鄄
ticipation has left or generated a giant useful data and information in various types of course management and learn鄄
ing systems. Using appropriate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these data and information can help us obtain useful knowl鄄
edge, find relevant disciplines, and provide useful basis for decision making, programming all aspects of online learn鄄
ing, optimizing processes for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changing the design of
educational software. All of these are inevitable deman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We analyzed
English learning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online diploma education using data
classification technology in data mining, and forecasted the prospects when they took the English unified examination,
which was necessary for their graduation. After briefly describing the concepts and relevant theories of data mining,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ification and clustering techniques in data mining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鄄
tics of achieving the goal for forecast. We determined to use C5. 0 decision tree classification in data mining.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students who took online education in Jiangnan University and had taken the English unified ex鄄
amination as the training data, our research went through four steps: data retrieving, data preprocessing, decision
tree structuring and optimization. Then, in Clementine 12. 0 data mining environment of SPSS, we built a forecasting
model of the undergraduate English unified examination.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model,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ed forecasting model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ed properties, and pro鄄
poses appropriate policie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undergraduate English online education and the throughput
rate of the English unified examination.
Key words:online education; data mining; decision tree; the English unified examination; forecas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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