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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逐步覆
盖各个领域。2015年，我国在启动的“公共服务大数据工
程”中，正式提出建设“教育大数据”,利用大数据来促
进教育发展。当前基于大数据与学习成效的分析已被开发
与应用，势必会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对此，我们学校各年
级任课教师都有感觉及体验，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
总结这些成经验，形成系统的认识，我们申报了教育信息
化专项课题《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行为与学习成效的分析》。

1.互联网技术发展



“大数据”分析在中小学更多的只是对于学生考试成
绩的分析。而针对课堂学习过程中数据分析少之又少，
也就是重视“习”的数据而忽视了“学”的数据。作为
中学教育工作者而言，在教学中使用数字技术更多是为
教服务，而真正能在教学中常态化地应用于学生学习的
数据分析很少。学生与教师互行互动和学习过程中所有
被记录下来的学习行为数据没有得到持续性的统计和分
析。计算技术真正强大的能力很难体现在教学研修中。
“大数据”分析在教学中仍然是一纸空文。

2.大数据使用现状



3.“精准教学”概念的提出

“精准教学”概念的提出由来已久，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
家林德赛根据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行为学习理论提出
来的一种教学观念。是指“教师通过对课堂各要素的分析研究，使
课堂教学各要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撑，有效整合，从而达成教
学目标之科学高效的现代教学模式。精准教学在课堂上强调行为目
标和及时反馈，主张教学就是提出学生应达到的目标并对学习过程
进行控制，以训练、反馈和纠正性补救等措施，形成所要求的行为
即达到目标并立即给予强化。对于那些偏离目标或未达到目标的行
为，则在不强化的前提下进行。



4.大数据的优势

（1）信息量大。这是大数据最关键、最基本的特征；
（2）信息增长速度快，可以为数据分析提供原始素材；
（3）收集、表达信息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
（4）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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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价值与方法



1.大数据驱动知识学习

通过对可观测的教育数据进行采集、存储、
分析与解释等深层次变换，更精准地理解学生
主体的认知学习，建立与学习行为相关的模型
结构，以挖掘数据背后的学习信息，从中提炼
规律，与已有知识进行关联理解与表征，最终
形成具有概念识别、动态实用的知识图谱，明
晰学生当下的学习状况，并预测其未来的学习
动向，促使学生的学习回归本真世界。



2.大数据促进精准教学

通过跟踪记录在校生的学习生活数据，

可以分年限、分群体、分阶段稳步精准向
帮扶对象增加资源供给，满足其教育需求，
提高其学习效率。



3.大数据促使自适应自主学习

利用大数据实现对学生的预测预警和个
性化评价，及时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心理
变化，促使其进行适应性的，无监督的自主
学习。基于同步反馈的学习数据分析结果，
帮助学生进行自我总结与反思，相应地调整
学习策略，更改学习路径，以推动个性化自
适应自主学习的发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能力，改善学习质量。



用于实验班开展的先期

实验经验的推广

总结经验法

用于对采集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常
规分析、深度分析、综合分析）

案例分析法

主要用于“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行为与学
习成效分析”的背景研究和前人研究的
成果以指导课题研究，夯实课题研究的
理论基础

资料调查法

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行动实践法

02

03

04

0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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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与可行性分析



创新点

我们通过收集数据，用于学习过程的处理并
得到反馈。以提高学习理解和学业表现，同
时给教师和管理者以改善教育系统。

大数据的个性化可以让我们根据不同
的人定制不同的方式。

反馈

个性化

概率预测
通过大数据，我们能够对人们的整体
学习状况和个体的知识掌握情况。



1

充分的准
备条件

6
科学的研
究方法

5

专业的技
术指导

2

优秀的团
队成员

3

有力的数
据支撑

4

“大数据”建
设的要求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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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和预期成果



2018年6月

课题

调研

结合我校实情，

通过文献资料、

教学实践等，分

析课题可行性及

制订计划表

阶段

成果

课题

试行

反馈

改进

最终

成果

2018年9月 2019年4月 2019年9月 2020年6月

通过实验班，试

行教学改革，验

证可行性并修改

计划表、完善教

学实施

通过前期的试行，

总结阶段性成果，

形成可操作的教

学实践，并进一

步检验

通过一学年的教

学实施，结合教

学反馈，完善和

修正教学改革，

并通过第二学年

继续检验修正

通过第二学年的

的二次检验，落

实课题研究的实

施方法，形成最

终成果

研究进度



显性成果

隐性成果

预期成果

文字材料

教学成绩

教师专业成长

学生素养形成

学校满意度增长

学校知名度增加

教学设计

案例分析

教学论文

录取比率

录取人数

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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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员及分工



一、课题组主要成员大多是我校各科的骨干教师，有多年的学校管理和班主任工作经
验，包括两位大同市名师、市骨干教师、高级职称两人、省模范老师两名、另外还包
括市教学能手，能带动所在学校的青年教师参与研究。他们不仅思想先进，思维活跃，
而且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课题研究和操作实施。
二、我校课题成员曾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分层教学背景下学科教学进程设计与效果
研究》，市级课题《学生自主管理的探索与研究》并已结题。在此过程中，学生在学
习自主性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其中《学生自主管理的探索与研究》荣获山西省教科研
成果一等奖，具备成熟的课题研究经验。

人员组成与分工



顶层设计

教学研究 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

陶彩虹

武梅

郭进宏

雷美玲

侯荣

李苹

杜玉芳

杨智佳

杨颖

教学反馈

仇立国

人员组成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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