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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大数据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教育领域的师生群体大，教育数据的潜在价值亦非常大。大数据
的局限性日益显现，随后出现的小数据、全数据、快数据、行数据、关数据、巧数据等概念开始引起数据研究者的

关注。本文从解读教育数据智慧的角度出发，理清了上述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认为大数据与小数据组成了集

数据密集与智慧密集于一体的全数据；快数据、行数据、关数据、巧数据是大数据的四种新形态，它们从不同的角

度突显大数据的潜在价值。本文期望通过对数据智慧的解读，能够为教育数据的挖掘和应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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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ＢｉｇＤａｔａ）已经在２１世纪掀起一场惊
涛骇浪。根据国际数据资讯公司（ＩＤＣ）的分析，世
界上的信息正以每两年翻倍的惊人速度在增长。了

解大数据、如何利用巨量资料，成了许多国家关心的

重点议题。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美国发布的《大数据
研究和发展创新计划》提出２８个研究项目，试图通
过提高从大型复杂的数字数据集中提取知识和观点

的能力，以加快科学与工程的步伐，加强国家安全，

改变教学研究。欧盟制定了《数据价值链战略计

划》，以实现数据的最大价值，重点是通过数据为中

心的连贯性欧盟生态体系，让数据价值链的不同阶

段产生价值。英国制定的《英国数据能力发展战略

规划》，通过系统性研究，明确定义了数据能力（包

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软件和研发能力，数据资

产）、如何提高数据能力，并提出了相应举措。２０１３
年６月，日本公布的《创建最尖端 ＩＴ国家宣言》报
告，包括了开放数据、数据流通和创新应用等，在大

数据与传统行业（如能源、交通、医疗、农业等）结合

方面制定了明确计划。２０１３年，韩国提出建设开放
大数据中心，对企业、大学和普通公民开放，支持利

用大数据技术解决业务或研究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

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将大数据战略提升到

国家政策层面。国内 ＩＴ巨头 ＢＡＴ（百度、阿里、腾
讯）提供的大数据相关产品（百度大数据平台、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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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腾讯大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帮助搭建大数

据应用及平台。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９日，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联通小沃科技、中国联通研究院、北京广视通达

共同筹建了“大数据联合实验室”，以提升大数据核

心技术能力、深化大数据行业应用、推进产学研的标

准化与规范化（黄辛，２０１７）。
大数据引起了各行业的普遍关注，正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是大数据实现潜在价值的重

点领域之一，正以势不可挡之势推动着教育的变革。

从我国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２０１５年
８月）可知，大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
源，引领着新一轮科技创新，其中专栏４明确提出了
关于“教育文化大数据”建设的指示（中国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２０１５）。

一、从大数据到全数据的衍变

对大数据的大肆炒作，致使业界出现盲目的迷

恋与跟风、一味地追逐数据规模的现象，忘记了自己

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有能力承受发展大数据的成

本）或有必要这么做。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哈佛商业评
论》指出，许多企业不能管理与分析大数据，无法从

中得出新见解，它们或许压根儿就不需要大数据

（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其实，大数据仅仅是数据科学
的一角，除此之外，还有小数据（ＳｍａｌｌＤａｔａ）和全数
据（ＡｌｌＤａｔａ），对应到教育领域，即为教育大数据、教
育小数据和教育全数据（见图１）。

图１　全视角的教育数据

（一）挖掘教育大数据的价值

在《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

来》（吴军，２０１６ａ）中，大数据和机器智能领域资深
专家吴军博士将２００５年定义为大数据元年，这是因
为，２００５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对全世界多
种机器翻译系统的评测中，Ｇｏｏｇｌｅ在机器翻译专家

弗朗兹·奥科（ＦｒａｎｚＯｃｈ）博士的主持下，使用上万
倍于通常的数据量，训练出了一个六元模型（当时

大部分研究团队只能训练三元模型），这一事件引

起了研究者对数据量的关注。２００８年，《自然》杂志
出版大数据专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８），对大数据的相关
技术和挑战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 ＢｉｇＤａｔａ概念。
此后，大数据开始受到关注。

大数据因其巨量、高速、多样而需要用特殊的技

术和分析方法（传统的数据处理程序不足以处理

（Ｓｎｉｊ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才能将其转化为有价值（如
增强决策、洞悉发现、过程优化（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１２））的
信息资产。《大数据的人性面孔》（Ｓｍｏｌａｎ＆Ｅｒｗｉｉｔ，
２０１２）给出了一个哲学定义：大数据是帮助地球建
构神经系统的过程，在这一系统中，我们（人类）不

过是其中一种感测器。大数据具有６Ｖ属性（Ｄｅｍ
ｃｈｅｎｋｏ＆Ｇｒｕｅｎｇａｒｄ，２０１４）：巨量（Ｖｏｌｕｍｅ）、高速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多样（Ｖａｒｉｅｔｙ）、稀值（Ｖａｌｕｅ，价值密度
低）、真实（Ｖｅｒａｃｉｔｙ）、迅变（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当然，并非
同时具有六大属性的数据才是大数据，特别是教育

大数据。从大数据中挖掘出的信息，通常是传统统

计方法和常规数据工具无法获得的。比如，从百度

知道获得的数据可以得出各地人们的饮食习惯。大

数据事实上将智能问题转变为数据处理问题。比

如，在人机围棋大战中，ＡｌｐｈａＧｏ通过大量的棋谱学
习，最终战胜了人类。大数据应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是交通信息实时路况（如Ｇｏｏｇｌｅ的城市智能交通管
理）：在大数据出现前，交通信息的指挥始终处于延

迟状态，大数据出现后，实时路况播报成为新常态。

大数据作为一种信息资产或资源，具有超乎物

质资源的特性：非竞争（ｎｏｎｒｉｖａｌ），可以被用户同时
使用；可再生（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可以被重复、循环使用并
按指数持续增长；多用途（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同一大数
据可被诸多行为主体做不同解读，实现不同的用途。

这些特征在促进教育科学化的同时，也使安全与隐

私问题变成巨大的隐患。

处理或分析大数据的相关技术称为大数据技

术，它旨在处理巨量、高速、多样的数据（集／资产），
以提取潜在的数据价值，确保原始信息和已有信息

的高精确性。这要求具有成本效益、创新式的数据

和信息处理（分析）技术，以提高洞察、决策和过程

控制。所有这些要求新的数据模型（支持数据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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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中的所有数据状态和阶段）和新的基础设施和

工具（的支持），以从多样的来源（包括感知器网）获

取（和处理）数据，并以多种形式传递数据给不同的

数据（信息）消费者和设备。大数据技术的教育应

用为教育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技术（见图１）。前者
侧重于大数据潜在价值的萃取、学生相关模式的识

别等，如回答何种主题编列对特定学生最有成效；哪

些行为与更有效的学习或更高成绩有关；哪些行为

表明学生参与了学习或对学习满意；学习环境的哪

些特性导致了更有效的学习等。后者在教育数据挖

掘提炼出的价值以及识别出的模式的基础上，为教

育决策提供精准、适性的服务（祝智庭，孙妍妍等，

２０１７）。
（二）寻找教学的小数据痛点

大数据的６Ｖ属性，使其富有巨大潜在价值的
同时，也极难处理或解析。许多公司投入大量资金

到复杂的数据分析工具后，才发现他们没有能力解

释大数据，从中得出新见解，也没有能力将它变成竞

争优势。因此，做大数据，最好的策略是从小数据做

起。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学会如何利用小数据，是遨

游日益复杂的数据世界所需的基本技能。

小数据是具有小体量（Ｖｏｌｕｍｅ）和特定属性
（Ｋａｖｉｓ，２０１５）的数据，这使它易于理解、便于访问、
可操作性强，从而可以对日常事宜做出及时、有意义

的反馈（Ｒｏｕｓｅ，２０１４）。体量方面，它可以非常小，
小到仅仅是一个数值。属性方面，它可以具体到某

一微不足道的行为观察。

小数据其实也有大见解。马丁·林斯特龙

（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２０１７）２００４年负责为陷入亏本的乐高
公司做整体品牌战略咨询（此前，乐高公司根据大

数据研究分析得到结论“未来几代人会对乐高积木

失去兴趣，因为数字原住民没有时间和耐心玩乐

高”，因此将主要精力转向主题公园、视频游戏等新

市场），他们见到德国中型城市的一个 １１岁男孩
（不仅是乐高迷，还是狂热的滑板爱好者），问他最

钟爱的东西，得到的答案是：那双破旧的阿根达斯运

动鞋是他的战利品、金牌和杰作。乐高公司由此意

识到，孩子们要想在同龄人中获得社会存在感，就要

具备一种高超的技能。无论这种技能是什么，只要

值得花心思、花精力去做。此后，乐高重新回归核心

产品———积木，并于２０１４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

产商。显然，大数据分析得到的结论让乐高陷入危

机，而“德国１１岁男孩的旧运动鞋”这一小数据却
给乐高公司的定位带来极大转变。虽然，小数据往

往隐藏在生活小细节中，看似杂乱无章、毫无导向、

微不足道，但实际上一样能够具有突破性启发和颠

覆性影响的价值。在大数据的热潮中，越来越多的

企业将注意力放在数据规模上，忽视了最初的真正

目的：解决关键的业务问题或挑战。

小数据不同于大数据的地方在于：数据的体量、

数据的种类和格式、数据的处理速度和数据的复杂

度。大数据属于监测数据，是全样本的、监测记录

的、客观的、过程的、连续的，而小数据属于调查数

据，是抽样的、样本反馈的、主观的、结果的、断点的。

这些可以作为区别小数据与大数据的原则。英国医

院俱乐部举办的２０１６小数据论坛提出了五点洞见，
很有参考价值（Ｑｕｉｎｎ，２０１３）：第一，让数据有价值，
是关乎适当的各成分相融合的问题；第二，大数据是

石油和土壤，但如何找到对数据内在设计的深度理

解至关重要；第三，撬开坚果需要的不是大锤，而是

胡桃钳，良好的洞悉不一定来自整理和处理越来越

多的数据，而是对已得数据更加灵活的解析；第四，

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环境，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第

五，算法很重要，但是人类要素是无法复制和替代

的，因为小数据是具有情感温度的（Ｓａｒｋａｒ，２０１６），
算法在这方面无计可施。

小数据的教育应用可归于两点：教学设计和数

据端倪（见图１）。本专业素有教育技术是“姓教”
还是“姓技”之争。其实，相比这二者，教学设计更

为重要，这直接关乎技术是否能够助力、增能教育，

带来更富有成效的效果。与大数据不同，小数据更

注重用户、更强调目标，这使教师可以事先开展数据

驱动的教学设计，制定最佳的实施方案，可以事前确

定哪些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是必要的。对于教学得到

的小数据，可以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启发

的专家研究法（即数据端倪法，系本文作者首倡），

来获得突破性的关键见解。

可穿戴设备虽然已有走进课堂之势，但很多数

据依然无法实现数字化，机器的智能目前也无法代

替人类的智慧，这就为小数据提供了切入点。比如，

班主任及学科教师对班级每个学生都有比较深入的

认识，基本了解班级同学的听课状态、作业情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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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学习习惯、心理承受能力等。这些信息是教

师与学生接触中获得的，但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到学

习成绩中。这些数据对于班级管理和学科教学有重

要作用，如某同学成绩大幅下滑，班主任发现他上课

心不在焉、抑郁寡欢，由此可通过观察、交谈、随访等

找出原因，制定适切的策略，帮助该生恢复学习的热

情与激情，进而实现提升成绩的目标。而这些观察、

交谈、随访得来的小数据通常难以通过大数据获取。

（三）构建全数据的教学策略

通过上述对大数据与小数据的解析可知，它们

均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因此，将大数据与小数据

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就形成了接近“全数据（Ａｌｌ
Ｄａｔａ）”的解析。大数据的６Ｖ属性，注定其处理只
能由机器来完成，并且常规的数据存储（如关系型

数据库）与分析（如统计分析）技术亦无法达到大数

据的要求。而小数据的情感温度特性往往需要线

下、通过亲身观察、交谈、随访等获得，因此小数据更

偏向于由人来完成，借助专家的智慧来洞悉背后隐

藏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全数据体现的是人机协

同的数据智慧：人的智慧密集与机器的数据密集的

协同智慧。

大数据重在“相关关系”的解析，它放弃了对

“因果关系”的追求，即大数据解决“是什么”问题，

而不解决“为什么”问题，这大大降低了概率预测的

成本。最近研究也提出了一种担忧：大数据可能落

入所谓的“醉汉路灯下找钥匙（Ｄｒｕｎｋａｒｄ’ｓＳｅａｒｃｈ）”
或“路灯效应（ＳｔｒｅｅｔｌｉｇｈｔＥｆｆｅｃｔ）”。有这么一个故
事：醉汉在路灯下不停地转来转去找东西，路人问他

丢了什么，他说家门钥匙丢了（感兴趣的问题）。路

人帮他一起找，结果转了几遍都没找到。路人就问，

你在哪里丢的钥匙？醉汉说，我出了家门（数据样

本１）钥匙就丢了。路人大怒：那你到这里来找什
么？醉汉振振有辞：因为只有这里（数据样本２）有
光线啊！大数据的“路灯效应”表明，数据样本或规

模的庞大也未必能够保证产生我们最感兴趣问题的

见解，如果没有适当的样本，往往得到不想要的结

果，甚至会产生错误的见解。因此，超越大数据走向

全数据分析是避免“路灯效应”的必然要求。

另外，数据体量越大，噪声的比重会越大、信号

的比重会越小，因此越容易将噪声（比如，随机性相

关）误认为是信号，这种没有因果关系的相关性很

容易导致事实的假象（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３）。小数据重在
“因果关系”的解析（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２０１６），这种因果关
系与大数据相关关系的概率预测不同，它侧重于对

过去的解读，即用过去的数据说明过去。这种通过

因果关系得到的见解只是一种知识或经验，而我们

希望利用已有的数据，解决未来会遇到的问题或挑

战，因此，这种知识或经验需要提升至智慧（智慧是

一种解决前所未遇的问题的能力（祝智庭 ＆彭红
超，２０１７））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小数据需要分析
者自我突破，将知识与灵感融合，方能发现价值。

综上，大数据与小数据结合形成的全数据，是数

据密集（机器）与智慧密集（人类）的结合，是相关关

系与因果关系的结合，是未来预测与过去解读结合

的产物。在教育领域（见图２），大数据体现出机器
智能的优势，小数据侧重于运用专家智能。大数据

与小数据的有效结合，为人机协同的智慧教育提供

了可能，也为我们引出一种发掘教育智慧的可行路

径，即：教学设计（小数据）→数据挖掘（大数据）→
学习分析（大数据）→数据端倪（小数据）（见图１）。
其中，教学设计要明确需要解决的关键教育教学问

题是什么；制定相应的教育教学策略与方案；实施策

略与方案需要哪些方面的数据支撑（核心数据面）；

以核心数据面为中心，将周边的相关数据面考虑进

来并选取相应的数据源（小数据跃升为大数据）。

数据挖掘通过业务理解、数据理解、数据预处理、建

模、模型评估、模型部署为学习分析提供高质量的数

据模式。学习分析基于数据挖掘提供的数据模式，

对学习进行描述、诊断、预测和处方，以保证教育教

学的总体发展趋势始终指向预期目标（得到较为宏

观、处方的适性策略），解析出数据间的相关关系；

基于相关关系进行降维，并按照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与实际意义将大数据划分为多个小数据集合（大数

据分解为小数据）。在数据端倪中，以学生个体或

几个学生为对象，通过观察、交谈、随访等方法进行

细微的关注；结合学习分析分解形成的小数据和本

阶段得到的细微数据，形成新的数据集；教师依据新

数据集，开展数据启发的专家智慧密集研究，从而得

出深入的见解（获得操作性策略）。

　　 大数据和小数据所蕴含的教育智慧逐步显现，
随即出现的快数据、行数据、巧数据、关数据、暗数据

等也同样不容忽视（见图２）。图２的横轴左半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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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智慧分布

表机器智能，右半轴代表专家智能。大数据是从数

据中发掘价值，更多地体现为机器智能，小数据主要

依赖专家的独特专业视角。快数据和行数据体现出

发挥机器智能的方式，暗数据（ＤａｒｋＤａｔａ）、关数据
和巧数据是机器智能和专家智能有效结合的智慧策

略。纵轴代表教育数据形态在数据、信息、知识、洞

察、智慧等不同阶段所处的位置。其中，暗数据的边

界几乎无限，可能延伸至所有区域和不同阶段。

二、教育数据涌现四种新形态

高德纳咨询公司（Ｇａｒｔｎｅｒ）提出的著名的技术
成熟曲线（ｔｈｅＨｙｐｅＣｙｃｌｅ，炒作周期）分为五个阶
段：创新蒙动期（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ｒｉｇｇｅｒ）、预期膨胀期
（ＰｅａｋｏｆＩｎｆｌａｔｅｄ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幻灭低估期（Ｔｒｏｕｇｈ
ｏｆＤｉ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ｍｅｎｔ）、开悟复苏期（Ｓｌｏｐｅｏｆ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
ｍｅｎｔ）、生产高峰期（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１
年，大数据进入成熟曲线的创新蒙动期，２０１２年进
入预期膨胀期并于２０１３年达到最高峰值，２０１４年
跌落幻灭低估期。此后，大数据离奇地消失在成熟

曲线中。很多人由此得出结论：大数据已死！

无论大数据有没有死亡，可以肯定的是，大数据

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四种新形态（Ｔｏｎｙｓｈａｎ，
２０１５）：快数据（ＦａｓｔＤａｔａ）、行数据（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Ｄａ
ｔａ）、关数据（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ａｔｅ）、巧数据（ＳｍａｒｔＤａｔａ）。
这或许是人们在探究大数据的应用、萃取大数据见

解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作为教育

全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大数据的这四种新形

态也值得探讨。

为了便于理解各类教育数据，本文借助“小木

屋隐喻”（见图３）来说明：快数据可以看作是阳台，
其价值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且最易晒出教学的反

馈情况；行数据可以看是屋梁，对教学智慧具有直接

支撑作用；关数据可以看作是骨架，支撑、联通各类

教育数据；巧数据可以看作是墙体，是数据特征、模

式的集中体现。而小数据可以看作是门窗，是数据

驱动的教学策略的进出口和通气口。无论大数据还

是小数据，均含有暗数据，它可以看作是地基，虽然

处于黑暗状态，但价值潜能巨大。收集到的大数据、

小数据，在未（能）萃取出所需的价值前，均可认为

处于暗数据状态。在大数据、小数据的支撑下，教育

智慧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因此，可以将教学智慧看

作是屋顶。

图３　教育数据的小木屋隐喻

“小木屋隐喻”初步展示了各类教育数据的功

能，接下来进一步解析大数据的四种数据新形态。

（一）快数据：教学反馈的加速器

快数据，是大数据中快速流动的、时间敏感的、

需要快速洞悉、即时决策、立即付诸于行动的数据。

快数据的流动速度等同于网速，使用快数据的最大

挑战是时间（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６）。因为，快数据是时
间敏感的，自生成后，其价值在迅速流失，因此常常

是几秒甚至几毫秒就要洞悉出见解，做出“做什么、

如何做”的决策，并立即付诸于行动（比如监测流

量、跟踪疫情、股票交易等）。当数据流入长期分析

与存储引擎后，就失去了实时处理的机会。快数据

的动态，可以采用“数据仪表盘”技术可视化呈现。

处理快数据的技术（主要是流技术）需要能够实时

处理高速度、大体量的数据，以使决策者能够即时了

解新趋势和新变化，从而在正确的时间，访问正确的

数据，进而采取正确的行动（Ａｓｈｊｉａｎ，２０１５）。因此，
快数据技术具有两大属性：即时性与精准性（Ｋｕｍ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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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２０１６）。
快数据应用场景非常多。例如，公关公司需要

实时了解客户对品牌的谈论，以便将负面言论扼杀

在萌芽中，以避免其病毒式传播。公共卫生人员需

要及时了解疾病的爆发，以便可以采取行动阻止蔓

延。银行需要紧跟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的瞬

变，以便在全球宏观政策下做出最佳决策。物流公

司需要实时了解道路状况（如拥堵），以便及时调整

行车路线。这些场景中的数据，均需要快速精准处

理，每分钟的流失，均可能使其无法控制或失去

价值。

在教育领域中，实时反馈并不一定是必须的，但

实时反馈有时能很好地促进学习的高效达成。例

如，某些在线英语学习平台，能够根据学生的口语发

音，即时判断学生发音是否标准，随时给学生提供反

馈，这就解决了英语口语教学中反馈滞后的问题，为

学生口语学习提供了更好的脚手架。实时反馈通过

即时的自动化反馈，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行数据：教学分析决策的利器

行数据，是可资（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行动数据的简称，
它是使用时可促使使用者采取系列行为的数据

（ＭｃＭａｎｕｓ，２０１６），如报告数据、分析数据、仪表盘
中的数据。行数据强调数据转化为洞察力、行动的

重要性（ＩＳＣＯＯＰ，２０１３）。它通常采用综合预测分
析和假设分析等方法给予使用者建议或处方，以使

其采取反馈措施。例如，社会化分析使企业能够提

炼隐藏在社交数据和活动背后的意义和潜在价值，

以便收集可资行动的见解。总之，行数据可以促使

使用者采取优雅、有效的行动，从而“到达你想到的

地方”。

为了确保行数据可资行动，必须确保它是可用

的，因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１）数据的组织与呈现
尽可能清晰、直观、易懂；２）数据应能够易访问、可
重复使用；３）数据具有一致性（如一致的格式、一致
的定义），且可互操作。为了确保行数据可用，必须

确保它是可信的，因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１）确保
数据来源渠道是可信的；２）具有合理的数据收集维
度指标，避免收集不相关的字段（这属于噪声），以

能够刻画精准的用户画像或事态局势；３）采用适宜
的数据收集方法；４）定期清洗数据，以保证数据的
高质量；５）定期检验，以保证数据准确。

行数据在教育中尤为重要，利用数据来“资助”

教与学的行为或活动的优化，是大数据价值的重要

体现。教育领域的行数据主要指可支持和辅助教育

教学决策的数据。例如，衢州书院中学的老师可以

根据学生学习成绩、每个学生的详细数据，汇总分析

班级学生的情况，并据此总结提炼需要改进的教学

方法，帮助学生获得学业上的精进和提高。

（三）关数据：教育信息化的黏合剂

关数据是表征数据或数据集间关系的信息，它

可以将数据从一个事件或活动传递到下一个事件或

活动（ＩＢＭ，２０１７）。关数据以现实意义为准则，即
数据间的（显式、隐式）相关性均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数据通常有三种形态：１）相关分析得出的数据；
２）实现数据松耦合的规范数据；３）链数据（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

大数据侧重于对“相关关系”的解读，解读出的

数据即为关数据，这种形态的关数据可助力大数据

实现高精准的概率预测，从而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

基于相关分析得来的关数据，原始样本要足够大，从

而避免假性相关。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正应用于很

多领域，如谷歌内容广告（Ａｄｓｅｎｓｅ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服务
利用大量数据统计，做出相关性分析，使广告和内容

的搭配效果更佳；电影租赁和收看视频的网站与零

食广告；咖啡评论和销售网站与信用卡和房贷广告

等就是其中的案例（吴军，２０１６ｂ）。
随着大量的教育 ＡＰＰ与平台涌入各级各类学

校，多数学校均同时并行使用多个 ＡＰＰ或平台（有
的实验校使用了十多个平台与 ＡＰＰ），不同 ＡＰＰ与
平台间的数据联通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能够实

现这些ＡＰＰ与平台之间数据松耦合的规范数据将
是关数据新的发展方向。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

准委员会已经启动了“人人通”标准的研制，其中一

项重要工作即是上述规范数据的研制。对于链数

据，是语义关联数据，较为简单的是使用诸如 ＨＴ
ＴＰ、ＲＤＦ或ＵＲＩｓ的Ｗｅｂ技术进行语义关联。

（四）巧数据：教育数据的显影液

在数据分析盛行的时代，数据只有被智慧地使

用才能发挥价值，社会更需要的是巧数据分析。巧

数据指有实际意义的、通过智能算法提取出的特征

数据、模式数据（Ｌｏｒｅｎｔｚ，２０１３）或有其他巨大价值
的数据。从大数据的稀值属性讲，巧数据就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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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ＩＳＣＯＯＰ，２０１４）的那部分的大数据区块数
据。如果没有额外的智能层，收集大量的统计数字

几乎是没有效益的。巧数据分析是结果导向的、投

资回报率（ＲＯＩ）为中心的、敏捷的、及时的、有意义
的分析（Ｍａｔｉ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５）。它可以“按需分析”，并
以可资行动的时间尺度提供有见解的、以业务为中

心的方案。通过巧数据分析，大数据可快速转化为

行数据。

在教育领域，通过智慧方式取得并用以辅助教

学的数据即为巧数据。数据只有以智慧方式使用时

才更有用。例如，浙江衢州市书院中学的学生，在期

末考试后都可收到一份长达１５页、“私人定制”的
“学业诊断分析报告单”，对每位学生一学期的成绩

进行大数据分析，描述各科目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并对个人能力做综合评价，就像一份全面的“体检

诊断报告”。据此，学生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提高

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教师可以发现教学问题并

及时改正。例如，班级成绩分析包含基础成绩表、成

绩分段统计、三率统计、合格率统计、优秀排行榜、学

科均衡度分析、题目得分详细、ＳＴ分数统计分析、
超均率统计分析、分数百分等级分析、高低分组分

析、学生成绩单、低分率、优良率等，为学生的成绩报

告单提供全面的数据基础。

另一个案例是上海卢湾一中心小学开发一款云

手表，用于监测学生的血氧含量和心律。教师对学

生的云手表数据进行实时监测，能够及时地针对不

同的学生体质，调整身体锻炼方案，以免运动不当而

受伤。

三、教育数据面临的挑战

（一）如何照亮教育暗数据

教育领域涉及庞大的师生群体，包含正规教学

体系的教师和学生、非正式学习群体（如网络课程

的自学群体）等。近年来，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广泛

开展，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和学习数据。这

些数据基本处于“沉睡”状态，如何充分“唤醒”这些

数据，发掘它们的价值，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和挑战。

学校中持有的、但尚未被分析或利用其全部潜

在价值的数据其实是一种暗数据。这种暗数据可以

称之为Ⅰ型暗数据：休眠数据（ＳｌｅｅｐＤａｄａ）。除了

Ⅰ型暗数据，还有另外两种暗数据：Ⅱ型暗数据———
渗漏数据（ＬｅａｋｉｎｇＤａｔａ）、Ⅲ型暗数据———隐秘数据
（ＨｉｄｄｅｎＤａｔａ）；渗漏数据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
分析，并产生“发布者”没有预料到结果的数据。隐

秘数据指无法直接看到的数据，但可以通过观察其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来推断其存在的数据。（Ｊａｍｉｅ，
２０１７）

产生暗数据的原因很多，如：１）由于技术过时，
数据变得无法访问；２）数据被遗忘，且从未被分享
过；３）数据收集了，却无法检索得到；４）数据虽然存
在也能检索，但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的成本数据；５）
能够收集但因成本或技术问题而不收集。大部分暗

数据只被使用过一次，就被储存在逻辑混乱、数量庞

大的其他社群中。实际上，一个信息系统产生的

８０％的文档都未被二次使用。
高德纳咨询公司把暗数据当做一种积极的“闹

钟”，提醒企业应该改变未被利用的数据的现状。

福布斯（Ｆｏｒｂｅｓ）认为暗数据由过街老鼠转变为香饽
饽的唯一办法，是将这些数据灵活运用在其他业务

中。暗数据产生于不断增加的复杂的加工进程中，

由此，这使之也具备规划未来产业形态的能力。

在教育中，学生的心理发展程度、认知发展程

度、先前知识背景和结构、学习过程中的行为、习惯、

动作和偏好等数据不易发现，或者暂且不能发掘出

价值。另外，也存在一些目前技术手段无法采集的

数据，或者尚未被关注的数据。这都需要借助认知

心理学的理论进行深度提炼。这些暗数据一旦发掘

出价值，将对教师的教学指导起重要作用。因此，

“如何照亮教育暗数据”成为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解密教育数据的智慧

前面讲到了大数据、小数据、全数据、快数据、行

数据、关数据、巧数据、暗数据。无论何种数据，都是

没有任何价值偏向的（即数据具有价值中立特性），

都需要由数据提炼为信息、提炼为知识和智慧，从而

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这个过程即是智慧教育中

的数据智慧机理。然而，不同类型的数据对教学的

直接价值各异（见图４）。从大数据到巧数据分别处
于不同的数据价值层级，解决的问题分别对应于知

几无（ｋｎｏｗｎｏｔｈｉｎｇ）、知是何、知如何、知为何、知何
为等不同阶段。从不同数据对教学决策的支持程度

看，纵轴向上表示显在的程度高，对教学的直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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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大，纵轴向下表示潜在的教学意义大。如何有

效地发挥教育数据的教学价值，是智慧教育面临的

极大挑战，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努力攻克的课题。

图４　教育数据价值分布

有研究者为了解决大数据面临的问题，将大数

据方法的便捷性和小数据方法的精确性相融合，称

之为全数据革命（ａｌｌｄａｔ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Ｙｏｓｈｉｄａ，
２０１４）。教育数据智慧的获取，需依靠数据挖掘（本
文指知识发现，包括数据清理、数据集成、数据变换、

数据挖掘、模式评估、知识表示）和有效应用，这要

求教师增加一个新角色：数据科学家。具体来说，这

就是要求教师适当采取编程和统计技术等手段（或

者在编程和统计人员的帮助下），寻找全数据中蕴

含的教育意义和契机，合理决策，改进教学。在教育

教学、培训及学习中，挖掘大数据，关注小数据，照亮

暗数据，整合快数据，转换行数据，挖掘关数据，提升

巧数据，成为通过教育数据智慧的必经之路。因此，

未来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寻找并发掘特

定教学场景下的教育数据模式；教育数据环境下教

师角色的转型发展；教育数据背景下的（正式和非

正式）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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