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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模型框架构建

●黄　景

　　

[摘要]随着智慧教育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推广,教育行业迎来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机遇,智慧教育平台应

运而生.但不少智慧教育平台仍停留在学习资源“搬家”的模式,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实现个性化学习

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使智慧教育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本文提出了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模型框

架.该框架运用了统计分析、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构建学习者画像进而关联学习资源,以实现个性化

学习,有助于推动智慧教育平台向个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升在线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为学习者提供更好

的学习体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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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IBM 在

２０１８年首次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 对这一概

念的解释可以概括为，借助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

通信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地球万物感知、互联和智能

化。 随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医疗等目

标相继出现。 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利用新技术改进教育的重

要性，智慧教育便应运而生。

智慧教育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不断地

教育实践和科技创新中逐渐形成的，它代表了教育领域的一

种新形式和新理念，将为未来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和机遇。 智慧教育通过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提供

个性化、互动性强、灵活性高的学习方式，为学习者和教师

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教学工具。 这种教育方式

不仅可以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培

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我国教育部印发的《教育

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针对智慧教育平台的研究建设取得

了阶段性进展。 智慧教育平台作为教育资源的重要载体，

为智慧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在全国范围内，不同

区域建设的效果和效率相差甚远，但其共同发展方向都是逐

步以人才培养为主，以学习者为中心。

智慧教育平台的研究现状

(一)智慧教育的研究

对比了 CNKI、维普、万方等主流数据库，其中 CNKI
数据库所提供的文献信息量最大。 为确保文献数据的权威

性与全面性，最终确定以CNKI数据库为检索工具，检索以

“智慧教育”为主题的文献信息，发表年度设定为２０１３年

至２０２３年，总库包含７６４７条中文文献数据。 自２０１３年文

献数据首次破百至此逐年递增，２０２０年文献数据首次破

千，如图１所示。 近年关于智慧教育研究的文献虽然较

多，但结合学科、研究层次、文献类型等属性综合分析，文

献多聚焦于理论介绍、思想引入、可行性分析与政策鼓励等

层面，仍需进一步将理论与技术相结合，并在实践建设过程

中引入以人才培养为主的教育理念。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智慧教育”年度发文量

(二)智慧教育平台的研究现状

智慧教育平台是智慧教育理念的具体实现，是利用信息

技术促进教学和学习的重要手段。 ２０１２年，以 Couresa、

Udacity以及edX为代表的三大智慧教育平台在美国亮相。

此后，在政策激励和社会教育问题的驱使下，我国的在线教

育行业才逐步获得成效。 目前而言，国内较大的智慧教育

平台主要有中国大学 MOOC、学银在线、网易云课堂，以及

国家和区域性的智慧教育平台，数量及规模都在增长，但不

同平台之间差异明显。 从整体来看，国内在线教育产业因

起步较晚，在教育平台方面仍缺乏灵活性，不少在线教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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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仅仅是做到教育资源“搬家”，教育资源“搬家”的模式

只为学习者多提供了一种学习途径，没能有效发挥在线教育

的优势。 在线教育需要做到在教育资源搬家的基础上利用

信息技术和教育理论，重新设计和创新教育的方式和模式。

(三)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研究

学习者画像这一概念起源于艾伦·库珀(AlanCooper)

提出的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通常应用在商业领域，指的是

对于产品或服务的用户进行描述，包括用户的基本信息、兴

趣爱好、消费习惯、社交行为等。 学习者画像则是对学习

者进行的描述，包括学习者的学习习惯、学习风格、学习偏

好、学习动机等。 通过学习者画像，教育机构或学校等可

以更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

资源。 尽管用户画像和学习者画像在应用领域和侧重点上

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利用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等，对用户

或学习者进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为产品推广和教学提供决

策支持，促进个性化服务和教学的实现。

以CNKI数据库为检索工具，检索以“学习者画像”为

主题的中文文献数据，最早发文于２０１７年，至今发文量虽

从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发文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从现有

中文文献数据分析，主要聚焦于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

面。 (１)理论研究层面：王丽萍等人对四个现有的基于开放

性社会学习模型的系统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我国在国际经

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情况研究开放性社会学习者模

型。 李康熙等人结合具体学科跟踪采集学生的评价数据，

构建学习者画像分析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得出学习者画像

研究可辅助教学的结论。 (２)实践研究层面：武法提等人提

出了一种基于场景感知的学习者建模方法，融合学习者的场

景特性，由此构建具有场景特性的个性化学习者模型。 葛

迪等人改进了传统的深度非负矩阵分解算法，提出了一种大

规模数据下低成本自进化学习者画像模型，该模型设计自动

更新策略来辅助模型自进化。

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模型框架构建

本文针对智慧教育平台如何发挥个性化学习的特点，将

学习者画像融入智慧教育平台的服务体系，设计基于学习者

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模型框架，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模型框架

　　(一)学习者数据采集

在线学习者在平台上产生的学习数据呈现出爆炸式增

长，这些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化和规模化特点为精准构建

学习者画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学习数据主要包括学习者

基本信息、学习行为、学习偏好、学习习惯以及学习结果等

多个方面的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学习者的性别、年龄、专

业等个人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了解学习者的学科背景和自

身特点。 学习行为数据包括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点击频

率、停留时长等，可以揭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行为

和偏好。 学习偏好数据涉及学习者对不同学习内容的偏

好，如对特定学科、领域或类型的学习资源的喜好程度。

学习习惯数据涉及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时间选择等方面的

习惯，学习结果数据则包括学习者在任务点测评与是否通过

课程线上考试等方面的学习成果和表现。 然而，由于数据

量庞大与其多样性所造成的数据冗余，带来了数据处理和管

理方面的挑战。 因此，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清洗、标记和归

类显得尤为重要。

(二)学习者画像构建

学习者画像构建是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模型框

架中的基础，对学习者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机器学习、数据挖

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分析建模生成以学习者画像图谱，

以偏好特征、知识表征、能力表征、基本属性作为联系。

１．学习者个体画像

学习个体画像是基于学习者个体的多维数据和特征构建

的高精度性描述，利用标签化的形式揭示学习者的个性化特

征和规律。 其构建依托的多维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当前平台

存储学习行为数据、学习偏好、学习结果等，考虑跨域的数

据交流对构建精准的学习者个体画像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基

础。 此外，学习者个体画像的还具有动态更新的特点，随

着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状态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和优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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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数据的时效性和动态性，及时反映学习者的最新状

态和特征，以保证个体画像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２．学习者群体画像

学习者群体画像是一种通过分析学习者的各种特征，如

年龄、性别、专业、学习偏好等，将具有相似特征的学习者

归为同一群体的描述模型。 群体画像不仅关注学习者的属

性，还重视其学习行为和习惯等，以便更好地理解群体学习

需求。 通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学习者群体画像

可以揭示学习者群体的行为规律，不同个体在同一群组之中

相互影响。 举例来说，从专业背景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学

习者分为不同的专业群体，如计算机科学、工商管理、医学

等。 这种归类的分析有助于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全局性的教

学策略，以满足学习者群体的需求。 此外，学习者群体内

部的差异性有助于挖掘个体的潜在兴趣，即使学习者个体数

据较少，仍可以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分析和归类，将其归入相

应的群体，从而不遗漏任何一名学生。

(三)学习资源关联

学习资源关联运用知识图谱(KnowledgeGraph)技术，

通过对不同学习资源之间的语义链接、图谱构建、知识推理

和关系发现，实现在线课程、大学课程、关联书籍、学术论

文和期刊、实践项目等多种学习资源的动态关联和有机整

合。 学习资源关联的核心是在原有的知识图谱之上，以学

习者画像为中心，建立学习者画像与学习资源之间的联系。

基于知识图谱，将不同学习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图谱化

表示，呈现更直观和全面的知识关联信息，通过知识图谱，

学习者可以基于过往行为清晰地了解不同知识点、学科之间

的关联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知识的学习和整合。

(四)个性化学习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的教学模式与现阶段

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可能带来教育教学同质化的问题，这与当

前教育强调个性化的理念相违背。 在智慧教学领域中，为

学习者提供主动、智能、实时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是普遍智慧

教育平台的建设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

慧教育平台模型的顶层目标。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在如何

实施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推荐、学习路径推理和智能答疑等方

面都做了相应的研究，为实现精准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服务，

需对比分析与整合现有研究并加以改进运用。

个性化推荐的核心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构建，运用典型的

推荐策略(如协同过滤推荐、基于关联规则的推荐等)对学习

者进行学习资源的推荐。 骆金维等人基于协同过滤算法，

将与学习者相关且有用的课程教学资源推荐给学习者。

传统的学校或机构教育会有课程组、教研组、教师等制

定好科目学习的先后顺序，在线学习区别于此，在线学习要

求学习者具有主动性、规划性，自主制定学习路径，这难免

使在线学习者陷入学习困境。 学习路径推理可以根据学习

画像图谱的基本属性、知识表征到能力表征，为学习者设计

和推理出能够实现学习目标的学习路径，帮助在线学习者走

出困境。

结束语

本文提出基于学习者画像的智慧教育平台模型框架，该

模型框架主要通过在线学习者的数据信息，应用统计分析、

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构建学习者画像进而关联学习资

源，从而为实现个性化学习提供支持。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

于从宏观上提出框架模型，但未对具体实施进行详细阐述。

笔者未来会持续关注智慧教育平台的研究和实际应用，促使

新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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