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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在线学习已经逐渐成为远程教育学习者的主要学习方式，本文利用远

程教育学习者在在线学习教育中产生的数据研究，设计了远程教育学习者画像系统，在最终的可视化系

统中主要展示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基本信息和作业预警模块，班主任可以根据预测数

据，提前对学生进行作业干预；另一个是个性化推荐模块(含教师推荐、课程推荐、小组成员推荐)，可

以根据学习者往期的学习行为实现个性化推荐，基于上述两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

学习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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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online learn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learning mode of distance education learners.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generated 
by distance education learners in online learning education to study and design a distance educa-
tion learner portrait system, and mainly shows two parts in the final visualization system: one is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homework early warning module of distance education learners, and 
teachers or class teachers can intervene with students in advance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ed data; 
the other is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module (including teacher recommenda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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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and group member recommendation), which can realize personalized recommen-
dation according to the learner’s previous learning behavior, and can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tar-
geted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based on the above two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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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远程教育也被称为现代远程教育，也是成人教育学历中的一种，其教学模式主要是使用电视及互联

网等传播媒体，这种教学方式可以突破空间、时间的界限，和传统的教学模式有着较大区别，因为该学

习方式不需要学习者去某一特定地点、时间上课，所以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学习，这也是现代信息技

术应用于教育后产生的新概念，即运用网络技术与环境开展的教育。远程教育的招生对象不受年龄限制，

也不受前置学历的限制，可以为广大已经步入社会的学习者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也提供了宝贵的学历提

升的机会。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提倡公平而有差异的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7 年发

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发展智能教育，要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实现精准

教育服务。《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中也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进而可以推进教育数字

转型与智能升级。这些举措都充分地体现了数字化对于教育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线学习教育已经发

展成为新的教育模式[1]。2018 国家从顶层架构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来支持个性化的自适性服务，如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要“探索在信息化条件下实现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精细化管理、

智能化服务的典型途径”，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是我国现阶段开放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2]。学

习支持服务是开放教育质量和成功的基础保障，在远程教育教学实践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

开放教育学习者学习数据为支撑，从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总数分析构建了可视化学习者画像系统，以便提

供更加准确的、精细化的、个性化的教学支持服务。 
学习者画像系统来源于用户画像系统，用户画像指在某一确定的研究领域中收集远程用户的各类相

关的真实数据，根据收集的各类数据信息形成事实标签、模型标签、预测标签，有利于多角度、更精确、

更具时效性地分析目标用户。当用户画像系统逐渐应用在教育领域后，便被称为学习者画像系统。通过

学习者画像系统可以预测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并且实现精准的个性化推荐，从而可以向远程教育学习者

提供更加精准地、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3]。 

2. 学习者画像系统概念 

用户画像，此概念由 AlanCooper 提出在交互设计领域提出。AlanCooper 指出用户画像是真实的目标

用户的虚拟代表，是建立在真实数据之上的目标用户模型[4]，最初用户画像广泛应用于电商、社交媒体、

新闻、音乐和视频等领域，实现潜在用户的发现、用户兴趣爱好的推荐、用户分析等等，有利于更精确、

更具时效性地、多角度地、分析目标用户。还需要考虑到系统的一些非功能性需求，比如：可靠性、安全

性、实时性等等。其中安全性是指需用户资料的保护、用户群体的数据保护等；实时性是需要考虑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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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习者画像系统实时更新用户画像结果[5]。 
CNNIC 发布的 2021 年度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全国互联网用

户总数在 2021 年新增 2175 万，用户总规模约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1.6% [6]。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度，用户画像的概念也逐渐地出现在教育领域，称作学习者画像。学习者画像就是通过数据挖掘分析、

大数据分析、建模等方法把得到的用户的各种信息标注，并进行学习者的描述、学习过程的跟踪监督、

学习效果的实时控制，以提升学习者的学习能力以及班主任、教师的管理能力；也能根据学生的学习行

为记录进行针对性的课程推荐、教师推荐等。 

3. 学习者画像系统构建 

学习者画像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习者们在平台上的历史学习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和挖掘，接着

采用语义化、数据化的标签对学习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刻画、建模，从而全面概括学习者的学习特征信息。

通过对学习者画像模型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挖掘学习者的学习规律、学习效果、群体特征等，为班主任

或者辅导员对学习者实现因材施教、个性化的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7]。 
本文构建的远程学习者画像系统的目标是通过远程学习者过去学习行为数据的分析，对学习者们接

下来的可能发生的学习行为进行一个预测，识别学习者们的学习状态，通过对学习者登录天数、提交作

业次数、课程行为数、行为总数等各类数据的分析，可以基本预测学习者目前的学习状态、实现对学习

者的作业预警，实现对学习者的个性化的推荐，从而帮助学习者制定合理的学习路径，从而可以更加高

效地完善学习者的学习过程[8]。本文主要呈现的可视化系统，包含了开放教育系统下远程学习者的基本

信息与作业提交预警模块、个性化推荐模块(教师推荐模块、课程推荐模块、小组成员推荐模块)，通过上

述模块为学习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服务。比如作业提交预警模块可以根据学习者往期网上学习

行为数据，来识别、预测当前学期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并进行预警，教师、班主任通过预测的数据就可

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进行提前干预；同时教师推荐模块、课程推荐模块、小组成员推荐模块可以实现

个性化的推荐，让开放教育体系下的学生们接受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登录页面见

图 1。 
 

 
Figure 1. Visual login page 
图 1. 可视化登录页面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来源于“一网一平台”青海开放大学 2022 年秋季学期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及基

本数据，该数据包含了学习者的姓名、专业、学号、课程以及每门课程产生的行为数、发帖、回帖、提交

形考次数等信息。选用开放教育平台数据，是因为开放教育也是远程教育中的一种，并且该平台的数据

更具连续性。 

3.1. 学习者基本信息作业提交预警模块 

“一网一平台”青海开放大学 2022 年秋季学期学生学习行为数据中记录了学生每天在平台的每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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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登录次数、提交形考次数、登录时长、资源浏览情况等等。该模块除了对学习者的基本信息的可视

化展现还对学习用户提交作业的情况进行预警。 
开放教育的学习者，其学习行为均在国家开放大学“一网一平台”中产生，该平台上的课程由 50%

形考和 50%终考组成，学习者形考不及格的情况下，该课程就很难通过考试。其次平台上形考作业要求

为 4~13 次，系统对学习者提交的形考次数进行统计，当学习者提交课程形考次数不足该形考作业的 50%
时，则该门课程可以基本判定不及格。 

通过学习者提交形考的次数，可以将学习者划分成三种类型。形考提交次数 0~2 次，需要班主任或

者教育管理者持续跟踪状态，加强辅导，这部分学生取标签为“红色”；形考提交次数在 3~13 次的学习

者代表有一定的自主完成课程目标的能力，标签“黄色”，只需要班主任或者教育管理者稍加提醒；形

考提交次数在 14 次及以上的学生学习能力较强，标签“绿色”，不需要班主任或教育管理者过多干预的。

算法流程图见图 2。 
 

 
Figure 2. Flow chart of homework warning algorithm 
图 2. 作业预警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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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作业预警算法流程图，在可视化登录页面输入查找的学生的学号或者是姓名，系统会开始进

行判断，提交形考次数是否是大于或等于 2，如果不是，则该生为提交作业红色预警，算法结束；如果提

交形考次数大于或者等于 2，则再判断提交形考次数是否大于等于 14，如果是，则该生为提交作业绿色

预警，算法结束；如果提交形考次数不是大于等于 14，则该生为提交作业黄色预警，算法结束。 
远程学习者画像系统通过可以根据学生的学号或者是姓名进行查询，查出该名学生的预测标签的“颜

色”，从而可以更加针对性的提出对该名学生的支持服务，见图 3 梁勇同学形考提交次数为“红色”，

班主任可以根据此情况，着重关注该同学的学习情况，提醒该生本学期按时提交形成性考核作业。 
 

 
Figure 3. Student tag display page 
图 3. 学生标签显示页面 

 
学习者基本信息与作业预警模块展示了学生的基本信息如：学号、性别、就读学院等等，见图 3。同

时对学习提交作业的情况进行预警，根据不同的提交参考的次数形成不同的“颜色”标签，标签为“红

色”是提交次数在 0~2 次，提交次数在 3~13 次的学生，标签为“黄色”，提交次数在 14 次及以上的学

生，标签为“绿色”。根据以上标签，“红色”是需要班主任持续跟踪，督促学习、提交作业的学生，

“黄色”需要班主任提醒的；“绿色”为不需要老师过多干预的。班主任则可以通过以上信息来达到对

开放教育学生进行作业预警的目的，提高教师的教学支持服务能力[9]。 

3.2. 教师推荐模块 

远程教育学习者的主要学习方式都是线上，但是也是有线下的面授课，在教师推荐模块中可以实现

给远程教育学习者推荐线下面授课程。 
开放教育体系下的学习者们每学期的课程平均在 6 到 8 门左右，根据学习者课程行为数据源表中的

每门课程的学习行为总数，可以得到每学期课程的学习行为总数的排名。得到了每名远程学习者每学期

学习行为总数的前三名课程，可以推荐三门课程相对应的课程责任教师，再结合每学期的课表推荐教师

所教授的面授课程，学习者或者班主任可以根据教师推荐结果推荐相应的线下面授课。 
班主任或者辅导员、学习者可以根据系统显示教师推荐的结果(见图 4)，结合线下面授课表为学生推

荐相关的面授课程，从而制定更相适应学习计划。 

3.3. 课程推荐模块 

远程教育学习者的主要学习方式都是线上，那么除了固定的需要毕业的课程需要学习、考试外，也

可以根据远程教育学习者感兴趣的课程进行推荐。课程推荐模块是基于教师推荐模块模型实现的。课程

推荐模块根据教师推荐模块推荐的教师，结合“一网一平台”教师所带课程，实现给学生推荐课程的功

能(见图 5)，制定更相适应学习计划，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个性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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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Visualization of teacher recommendation module for distance education learner profile 
图 4. 远程教育学习者画像教师推荐模块可视化图 

 

 
Figure 5. Visualization of distance education learner profile course recommen-
dation module 
图 5. 远程教育学习者画像课程推荐模块可视化图 

3.4. 小组成员推荐模块 

远程教育学习者学习的主要方式是线上，基本都是自主学习，而在一些线下的活动中，需要远程学

习者互相沟通、协作去完成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困难。首先，学习者们互相不认识，相熟的人也仅限于

同班同学；其次不同类型的活动需要不同专业的学习者，即使对于学生管理者来说，都不一定认识所有

不同专业的学习者，此时本文研究系统中的小组成员推荐模块便能很好地实现这个功能，小组成员们可

以组队完成线下的活动、线上的讨论，同时小组成员可以互相讨论学习的问题，互帮互助，提升远程教

育者在线学习的质量。小组成员推荐模块会根据学生们的专业进行分类，分为理工组、经济组、人文组，

可以根据学习中心每个专业组学习行为数据最靠前的三人，这样就形成了模型标签，根据相应的模型标

签即可以形成预测标签，将每组最靠前的三人进行存储，并在最后的可视化系统中进行展示，见图 6。 
每个组的小组成员推荐的是每个学习中心学习行为数据最靠前的三位同学，按照理工组、经济组和

人文组进行分组的原因来源于远程教育中线下进行的一些大型赛事，如：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该比赛是每年一度的团体比赛，该比赛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理工组的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

能力以及动手能力)、创业能力(经济组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分析能力)、总体策划能力(人文组的学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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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布局能力)，根据上述要求将学习者进行不同的分组。当然还可以根据学习者的具体需求对小组

成员推荐进行不同的分组，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定制化的个性推荐服务。 
 

 
Figure 6.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mote education learner portrait learning group recommendation module 
图 6. 远程教育学习者画像学习小组推荐模块可视化图 

 
教学支持服务是衡量远程教育学习质量的重要维度。学习者教学支持服务是指远程教育机构对学习

者的管理工作支持、教育辅导支持、经济资助等。而以上四个模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班主任的工作

量，能对每位学习者根据学习特性提供更精准的教学支持服务，如：教师、课程推荐模块也可以增加学

习者和教师之间的教学交互。 

4. 小结 

远程教育学习的特点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空间，所以这对远程教育学习者的管理以及提供

的教学支持服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着各种远程学习平台的兴起，学习数据每天正在海量的产生，对

于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来说，利用这些数据能更好地了解每位学习者的特性、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个性

化的学习支持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推动远程教育更好地发展[10]。
本文根据国家开放大学“一网一平台”青海分部的学习者数据，设计了一个远程教育学习者画像系统，

在最终的可视化系统中主要展示了两个部分，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基本信息和作业预警模块以及个性化推

荐模块(含教师推荐、课程推荐、小组成员推荐)，实现了预测和个性化的推荐两大功能，通过分析学习者

的学习数据及相关学习行为，了解每个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精确化

的学习支持服务；通过定制化的学习建议和教学资源推荐，有助于学习者提高学习效果和满足个性化的

学习需求。在信息化条件下，该学习者画像系统实现了差异化教学、个性化学习、精细化管理、以及智

能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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