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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者画像是描述学习者特征尧实现智能化推送尧实施个性化教育的重要基础遥 如何挖掘并利用在线学习

平台中的数据构建学习者画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研究以在线作业为目标场景袁以在线学习行为投入为切入点袁构

建了以参与尧坚持尧专注尧学术挑战和自我调控为主要维度的分析框架和测量指标袁利用 7695名小学生在线作业数据进

行了 27个测量指标的有效性验证袁采用 K-Means聚类方法对在线学习者的行为特征和结果特征进行了标签分类袁形成

了四类学习者的群体画像袁提出了相应的学习指导建议遥 研究发现袁学习者的学业成绩与作业行为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袁不同的行为投入平台指标与学业成绩呈现不同的相关性袁学习品质相关指标与学业成绩呈现强相关遥 因此袁在线教

育平台应通过画像技术袁持续跟踪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投入袁评估学习者的学习品质袁提出个性化的指导建议袁推送

精准化的学习资源袁进而提升学习者在线学习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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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袁随着信息技术快速的发展袁世界各国开

始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来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袁这

使得信息技术快速地融入了教育的各个领域[1]遥 大量

教育信息化服务平台应运而生袁进而产生了大量的教

育领域数据[2]遥 如何挖掘并利用这些数据中隐含的学

习者的习惯尧投入尧情感及态度信息就成了学界主要

关注的问题遥

学习者画像作为描述学习者特征尧精准识别学习

者群体的新兴研究领域袁可以为教育数据的挖掘与应

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遥 一方面袁学习者画像可

以更加直观地呈现对学习者个体的评价结果袁动态地

反映学习者状态袁为个性化综合评价尧精准化服务的

实现提供数据支持遥 另一方面袁学习者画像是一种新

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呈现方式袁可以更加形象尧全面尧

易懂袁方便学习者尧教师以及教育管理者使用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袁为教育教学规律的发现提供依据[3]遥 安特

尔曼渊Antelman K冤等学者认为袁学习者画像的目标是

刻画学习者的关键特征[4]曰谢里菲渊Sharifi M冤等学者认

为袁学习者画像可以精准地评估学习者的学习能力[5]遥

也有学者认为袁学习者画像是一种帮助在线学习中利

益相关者有效地报告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尧 学习行为尧

理解和优化学习以及产生环境的方法[6-7]遥 丁恩渊Dinh

D. P.冤 等人先通过学习动机对学习者角色进行划分袁

再根据各个学习者角色的特点提供不同的服务袁从而

达到个性化服务的目的[8]遥 霍利渊Holley D冤和奥利弗

渊Oliver M冤利用风险预测模型构建学习者模型以识别

高危尧中危尧低危学习者袁并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提供

相应的干预服务[9]遥

现有的学习者画像研究通常包含学习者个人基

本信息尧心理特征尧学习行为特征尧学习结果特征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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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特征等多种维度的信息[10]遥 安特尔曼等学者构建的

学习者画像中包含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尧学习动机和学

习偏好等特征[4]遥 陈海建等人为了实现个性化教学而

构建的学习者画像中包括基本特征尧学习风格偏好特

征尧学习者类型特征及知识点兴趣特征[11]遥肖君等人为

了从不同角度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袁 通过知识水

平尧行为特征和态度特征等维度来构建学习者画像[12]遥

但这些特征受到数据采集方式尧丰富程度尧分析

方法及评价方式等方面的制约袁目前尚没有一套统一

的标准或方式可以融合起来袁这就给学习者画像的实

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遥笔者认为可以选择一个

较为具体且数据丰富的场景进行分析遥尽管在更具体

的场景下我们无法全面地刻画学习过程袁但可以从更

精细的粒度去分析和解释学习者在某一任务过程中

所体现的规律与特质遥 基于上述考虑袁本文选择在线

作业作为主要的研究场景袁主要原因有院渊1冤作业是教

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袁每个学习者都不可避免地

要完成各种形式的作业任务曰渊2冤 相对于教学过程的

其他子环节袁学习者完成作业任务的过程相对独立且

完整袁可以提供丰富的细节性数据曰渊3冤智能化的在线

作业平台已经被我国中小学广泛地使用袁为我们进行

在线作业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提供必要的支持遥

实现基于在线作业行为的学习者画像研究的必

要条件是探寻到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尧与在线作业场

景相关的且具有可执行性的特征框架来刻画学习者袁

即要解决从哪些维度来刻画学习者的问题遥本文在文

献调研的基础上袁选取学习行为投入作为主要的画像

描述框架袁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院渊1冤学习行为投入

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13-15]袁对学习行为投入的

及时评测与干预可以有效地促进学习效果的提高曰

渊2冤学习行为投入可以影响教学改革的成效袁是国内

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研究尧教学改革和评估重点关注

的因素[16-17]曰渊3冤在线作业行为可以反映学习者的行为

投入袁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中袁作业相关指标经常作为

学习投入整体分析框架中的子模块来进行分析袁且很

多研究也表明了作业相关指标与学习效果具有很强

的相关性[18-22]遥

综上分析袁 本文以学习者在线作业行为为切入

点袁通过对学习者作业状态的跟踪和分析袁刻画学习

者在作业行为中隐含的行为特征袁构建基于作业数据

的学习行为投入画像遥 主要探索的问题如下院

渊1冤在线作业学习行为投入的分析框架院从哪些

维度来刻画在线作业系统中的学习行为投入袁这些维

度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曰

渊2冤在线作业学习行为投入的评价指标院哪些平台

指标能够有效地表征学习行为投入袁 这些指标与学习

者的学习效果的相关性如何袁呈现出怎样的规律性曰

渊3冤在线作业学习行为投入的学习者画像构建及

分析院如何利用学习行为投入指标和学习效果进行学

习者分类袁探究影响各类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

并提出针对性建议遥

二尧基于在线作业行为的学习行为投入

评测框架

渊一冤分析框架及指标构建

在现有的众多国内外研究中袁学习行为投入的分

析维度众多袁研究人员通常会根据对象尧场景及环境

的不同而提出不同分析方法与维度遥本文从学习行为

投入研究出发袁对近年来具有代表性且与在线学习场

景密切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袁见表 1遥

通过表 1 可知 袁 参与 渊Participation冤尧 坚持

渊Persistence冤尧 专 注 渊Concentration冤尧 交 互

渊Interaction冤尧自我调控渊Self-Regulated冤等维度常作

为学习行为投入的评测维度遥 李爽等人的研究表明袁

野交互冶类指标与成绩呈高度相关性袁但考虑到本文面

向的在线作业场景要求学习者独立完成作业 [22]袁因

此袁不将野交互冶作为学习行为投入的评测维度遥 李爽

等研究框架中的野学术挑战渊Academic Challenge冤冶维

度袁与张琪等提出的野专注冶维度有一定的概念重合袁

都强调在面对有难度和有挑战的问题时学习者的学

习行为投入表达遥主动性渊Initiative冤维度仅在张琪尧武

法提的研究中被明确提及袁其他的两个研究工作中并

未单独刻画袁 但在具体评测指标的建立和分析过程

中袁主动性也是主要考虑的因素袁如李爽等认为袁尽早

提交作业尧专注完成作业尧为获得满意成绩而多次提

交最好版本的作业等指标袁都体现了学习者在完成作

业过程中的主动与努力袁而这些指标可以拆分到野坚

持冶野专注冶野自动调控冶三个维度中[22]遥

表 1 代表性学习行为投入评测维度

投入维度
张思尧刘清堂

等袁2017[23]

李爽尧王增贤

等袁2016[22]

张琪尧武法提袁

2018[24]

参与 姨 姨

坚持渊持续性冤 姨 姨 姨

专注 姨 姨 姨

交互 姨 姨

学术挑战 姨

自我调控 姨 姨

主动性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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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维度 分析子维度 显著性平台指标摘录

参与

作业参与情况

作业投入时间

按时提交作业

情况

作业总时长

作业平均时长

作业平台使用次数

提前提交作业时长

坚持
作业持续性

作业完成度

学习者完成作业的次数

作业完成率

专注
整体作业效率

题目完成效率

作业作答效率

有效作业时长的均值和标准差

有效做题时长的均值和标准差

学术挑战

有挑战任务的

完成质量

有挑战任务的

完成效率

不同难度的题目的有效作答时长

不同难度的题目的作答结果

不同难度的题目的完成比例

自我调控

反思性

时间管理及规

律

错题订正次数

错题订正的正确率

作业报告查看频率

作业提交间隔的均值和标准差

综上袁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袁结合在线作业

数据的特点袁构建基于在线作业的学习行为投入分析

框架遥 将参与尧坚持尧专注尧学术挑战和自我调控作为

分析学习行为投入的主要维度袁对应的分析子维度和

相关平台指标示例见表 2遥

表 2 基于在线作业的学习行为投入分析框架

野参与冶指学习者投入到在线作业这项任务中的

时间与精力袁表现为在线作业的参与情况尧作业投入

时间及是否按时提交作业的情况袁体现了学习者对于

作业规则尧要求的接受和认同程度遥 野坚持冶指学习者

为实现学习目标而表现的持续性的努力袁表现在作业

的高参与率尧高完成率等方面袁体现了学习者在较长

的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性精力与时间的投入袁说明学习

者不仅可以遵循和响应基本要求袁还在任务中投入了

更多的坚持和努力遥 野专注冶指学习者集中完成作业任

务的程度袁表现在完成作业的效率尧能不能一次性不

间断地完成作业等方面袁体现了学习者对作业任务的

兴趣以及克服外界干扰的能力遥 野学术挑战冶指学习者

在面临有难度尧有挑战的任务时的投入袁表现在对难

度较高的题目的完成质量和效率袁体现了学习者的知

识掌握程度和高阶能力的发展情况遥 野自我调控冶指学

习者对自我的管理尧调节和控制方面的投入袁表现在

反思性尧时间管理和规律等方面袁体现了学习者的责

任感和自我管理意识遥

渊二冤指标有效性验证

为了回答引言部分提出的第 2个问题袁本文基于

在线作业平台收集了一批学习者作业行为数据遥通过

对在线作业平台各模块的分析袁本研究根据基于在线

作业的学习行为投入分析框架初步设定 46个行为投

入测量指标袁其中袁参与类 7个袁坚持类 6个袁专注类

16 个袁 学术挑战类 11个袁 自我监控类 6个遥 通过

ANOVA渊Analysis of Variance冤方差分析及数据可视化

方法袁分析不同成绩的学习者在各个行为投入指标上

的表现袁以此来验证平台指标的有效性遥

1. 智能作业平台与样本数据

本文首先通过野一起作业冶智能作业平台收集了

2020年春季学期渊3月到 7月冤上海市 9所小学的语

文尧数学尧英语三科作业行为及测试结果数据袁经过对

基础数据的清洗尧标准化等处理袁共得到有效的 7695

名小学生的作业和考试数据遥

2. 指标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探究学习行为投入指标的有效性袁需要验证

不同分组的学习者在学习行为投入上的表现是否存

在差异遥 本研究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组袁这里的考试

成绩指单科多次考试的平均成绩袁共分为 9组遥 分组

的规则院 考试成绩为 100分制袁60分以上的学习者袁

以 5分为一档进行分组曰60分以下的学习者分到 fail

组遥 各组人数整体呈正态分布遥

在预设的 46个指标中袁剔除 13个指标缺失率在

75%以上的指标袁对其余的 33个指标进行方差分析袁

结果显示袁有 6个指标和成绩无明显相关性袁其余的

27个指标呈分组显著差异渊显著性水平为 0.01冤袁表 2

中摘录了部分差异显著的平台指标遥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袁提前提交作业时长尧作业完成率尧作业效率尧不同

难度题目的时长及结果尧错题订正率等指标的区分度

十分显著袁说明这些指标可以作为评价学习者作业行

为投入及学习者画像构建的重要参考维度袁具有进一

步深入分析和刻画的意义遥

3. 指标的可视化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袁 可以利用可视化方法袁观

察各种指标在学习者群体中表现出的规律和细节袁但

由于篇幅的限制袁本节选取几种特别典型的指标进行

可视化分析遥

渊1冤参与类指标分析

在参与类指标中袁提前提交作业的时间可以反映

学习者完成作业任务的积极程度遥 如图 1所示袁成绩

越好的学习者袁越能够提早提交作业袁同时其置信区

间较小袁说明分布紧密袁该指标表现稳定遥成绩越差的

学习者袁越倾向于在作业截止时间提交作业袁在不及

格 渊fail冤 段的学习者会出现平均皆为延迟提交的情

况遥 同时袁成绩越差的学习者袁该指标置信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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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袁说明其分布不稳定袁即这一部分学习者没有一个

稳定良好的提交作业习惯遥

图 1 不同成绩的学习者在提前提交作业时长上的表现

渊2冤坚持类指标分析

在坚持类指标中袁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的作业完

成率可以反映学习者表现出的持续性的投入程度袁如

图 2所示袁不同的折线代表不同科目的表现遥 总体来

说袁学习者的作业完成率很高袁基本保持在 92%以上遥

成绩越好的学习者袁作业完成率越高遥但是袁在数学学

科上袁D+和 C组的学习者也有较高的作业完成率袁但

他们在成绩上表现并不理想遥 对于这一部分学习者袁

在肯定他们完成作业的态度的同时袁需要在知识层面

上进行指导遥

图 2 不同成绩的学习者在各科作业完成率上的表现

渊3冤专注类指标分析

总作业时长用于刻画学习者在作业过程中的总

体耗时袁 有效作业时长是切实投入到作业上的时长遥

总作业时长和有效作业时长的均值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遥可以发现袁成绩越好的学习者袁其作业总时长均

值就越小袁同时有效作业时长的均值越长袁说明成绩

越好的学习者越能够专心投入在作业上遥结合作业质

量来看袁高分组渊A+和 A组冤的学习者能高效尧高质量

地完成作业袁而低分组渊D组和 fail组冤的学习者则是

高效尧 低质量地提交作业袁 很可能是在应付作业袁因

此袁对这部分学习者袁需要关注其作业质量遥

同时袁注意到 60分段渊D和 D+冤的学习者袁其作

业总时长和有效作业时长均值都比较高袁说明这部分

学习者确实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在作业上袁但是

可能因为学习能力不足或做题效率低等原因袁导致总

作业时间很长遥 对于这部分学习者袁建议从提高学习

能力和做题效率方面进行强化训练遥此外袁fail组学习

者的有效作业时长是整体中最低的袁 且作业完成度尧

作业完成质量等指标都相对较低袁建议从提高作业完

成度和作业质量的角度进行干预遥

渊4冤学术挑战类指标分析

学习者在不同难度的题目上的有效时长可以反

映学习者的作答能力和作答意愿遥图 4展示了不同成

绩的学习者在面对不同难度题目时投入的作答时长

分布情况袁题目难度的数值越大袁表示题目难度越高遥

可以发现袁在难度为 1~3的题目上袁不同成绩段的学

习者作答时长相差不大遥 在难度为 4的题目上袁呈现

A+组学习者解题时间短袁D-A组学习者解题时间稍

长且分布均匀的情况遥结合学习者不同难度题目得分

等指标可以发现袁 虽然 A+组和 fail组的学习者作答

速度都很快袁但 A+组学习者的做题正确率更高遥在难

度为 5的题目上袁成绩越好的学习者袁解题时间越长袁

说明成绩更好的学习者袁更有挑战难题的意愿遥

图 4 不同成绩的学习者在不同难度题目上的

有效作答时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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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5冤自我调控类指标分析

错题订正率是指学习者对自己错题进行订正的

比率袁可以反映学习者的自主反思性遥如图 5所示袁成

绩越好的学习者袁对错题的订正率越高遥注意到 A+组

学习者的错题订正率几乎接近 100%袁 同时箱盒的分

布也更加紧密袁说明这部分学习者保持着良好的订正

习惯遥 而 B尧B+和 A组的学习者袁其错题订正的众数

明显低于 A+组的学习者袁对这一部分学习者袁如果能

多督促他们及时地进行自我评估和反思袁有较大概率

可以提升学习成绩遥

图 5 不同成绩的学习者错题订正率情况

三尧基于在线作业的学习行为投入的

学习者画像构建

渊一冤画像目标

学习者画像根据分析目标的不同袁 往往有不同的

学习者画像模型遥本文将结合在线作业的场景特点袁在

学习行为投入特征和学习结果特征的基础上对学习者

进行分类袁形成学习者群体画像袁进而探讨不同的学习

者群体在学习行为投入和学习结果上的不同表现袁为

后续的个性化尧精准化的学习服务提供数据支持遥

构建学习者画像的前提是确定学习者画像维度遥

李雪娇通过理论演绎和总结的方法袁在尹烨彬[10]所构

建的在线学习者多维特征模型的基础上袁补充了学习

结果特征袁构建了包含人口学特征尧心理特征尧行为特

征和学习结果特征在内的在线学习者画像模型[25]遥 笔

者认为袁该模型较为全面地包含了在线学习者的特征

分析的主要内容遥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场景为在线作

业袁属于在线学习中的一个环节袁因此袁本文在该模型

的基础上袁选取行为特征和结果特征作为主要的分析

和建模维度遥 其中袁行为特征主要指学习者在在线作

业中所体现的行为投入特征袁可在上一节刻画的学习

行为投入分析框架及指标来刻画遥学习结果特征则由

学习者的学业成绩来描述遥

学习者画像分析将围绕学习者画像中各个维度

的特征而展开袁主要思路是利用这些维度的信息将学

习者分类袁分析不同学习者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

征遥本文综合考量学习者的作业行为投入特征与学习

结果特征袁对学习者进行聚类分析遥 聚类分析的结果

可为学习者尧家长尧教师及其他教学利益相关者提供

教学评价尧设计和改进的参考遥

渊二冤学习者群体的聚类分析

如何基于学习者的行为特征和学习结果特征进行

学习者分类是学习者画像分析的关键遥 利用聚类分析

方法进行学习者分类袁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所采用[26]遥

本文基于行为投入特征下的参与尧坚持尧专注尧学术挑

战尧自我调控袁利用 K-Means聚类方法袁将学习者进

行聚类袁使用的数据与本文第二部分相同遥 经过多次

聚类与质量评估袁学习者最终可被划分为四类袁轮廓

系数为 0.313遥从 检验的结果来看袁四类学习者人群

在平台指标上的表现也均有显著差异袁说明了聚类模

型的有效性遥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这四类学习者在作业

行为投入上的表现袁选取代表性的指标对四类学习者

人群进行分析袁见表 3遥

第 I类学习者在各项指标上均表现优秀袁作业完

学习者特征 平台指标
第 I类 第 II类 第 III类 第 IV类

值

作业行为

提前提交作业时长 0.10 0.71 0.04 0.48 -0.02 1.13 -0.29 1.69 61.7**

作业完成率 0.24 0.40 0.23 0.56 -0.30 1.05 -0.59 1.82 401.84**

总作业时长 -0.46 0.30 -0.02 0.55 1.44 1.45 -0.34 0.38 3138.51**

有效作业时长 -0.36 0.68 0.80 1.08 0.49 1.04 -0.55 0.66 1308.31**

作业效率 0.41 0.69 0.17 0.89 -1.12 0.94 -0.07 0.97 1474.3**

难题作答时长 0.05 0.90 0.52 1.04 0.05 0.93 -0.82 0.74 663.87**

错题订正率 0.48 0.65 -0.08 0.86 0.03 0.89 -1.21 1.01 1731.82**

学业结果
错题订正正确率 0.41 0.56 0.11 0.94 0.01 0.80 -1.24 1.17 --

测试成绩 0.26 0.83 0.18 0.96 -0.07 0.96 -0.84 1.03 --

表 3 平台指标在聚类上的平均数尧标准差及方差分析结果

注院* <0.05袁** <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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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高袁投入的有效作业时长和总时长较短袁作业效

率很高袁错题订正率高袁但在难题上投入的时间较短遥

说明本类学习者在参与尧坚持尧专注及自我调控维度

表现优秀袁但在学术挑战维度略有不足遥 综合学业成

绩来看袁该类学习者的平均成绩是四类中最高的遥 所

以对于本类中成绩优秀的学习者袁在督促其保持良好

学习习惯的同时袁 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挑战性学习项

目袁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潜力遥同时袁本类中也包含部分

学习成绩不突出的学习者袁说明这部分学习者本身学

习习惯良好袁但是成绩不够理想袁建议对其进行学习

方法上的针对性指导袁 以获得较大幅度的成绩提升遥

本类学习者占总人数的 44.40%遥

第 II类学习者在各项指标上均表现良好袁作业完

成率高袁在难题上的投入时间长袁有效作业时间在四

类学习者中最长袁 但作业效率仅略高于整体平均水

平袁错题订正率略低于整体平均水平遥 本类学习者的

学业成绩表现良好袁说明这一部分学习者本身具有较

强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作业习惯袁 但在如作业效率尧

错题订正率等行为维度上与第 I类学习者有显著的

差距遥 说明本类学习者在参与尧坚持及学术挑战维度

表现良好袁但在专注和自我调控维度表现一般遥所以袁

可以考虑从学习主动性尧反思性及作业质量等方面对

本类学习者进行指导袁促进其学习效果的提升遥 本类

学习者占总人数的 20.51%遥

第 III类学习者各项指标大多处于整体平均水平

左右袁与第 I尧II类学习者有较大差距袁特别是作业效

率在四类学习者中最低袁作业完成率也不理想袁学业

成绩同样处于整体平均水平遥 说明本类学习者在参

与尧学术挑战及自我调控维度上表现一般袁而坚持尧专

注相较其他维度来说表现有待提升遥对于这一部分学

习者袁需要家长和教师的关注和及时干预袁特别是在

坚持和专注这两项基本指标上的加强提高袁极有可能

改善其学习表现遥 进一步地袁在学术挑战和自我调整

方面进行提升袁从更高级的层面给予学习者心理及认

知策略上的指导袁促进学习态度的改变袁进而提高学

习效果遥 本类学习者占总人数的 18.28%遥

第 IV类学习者各项指标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袁

学业成绩也是四类学习者中最低的遥说明本类学习者

没有良好的作业习惯袁学习行为投入的各个维度均有

待提升遥 本类学习者需要特别的关注袁建议教师和家

长与学习者深入沟通袁 充分分析学习者的主要问题袁

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与指导袁帮助学习者解决遇到的

困难或问题遥 数据分析发现袁本类学习者中有一部分

成绩优秀者渊A级以上冤袁这部分学习者同样应该成为

教师和家长重点关注的对象袁帮助其在保持优秀的学

业成绩的同时袁 拥有较高的学习投入和好的学习习

惯袁使其具有长期的可持续的能力提升空间遥 本类学

习者占总人数的 16.81%遥

四尧结论与探讨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袁结合目标场景袁构建

了野基于在线作业的学习行为投入的分析框架冶袁并在

此基础上探究了哪些在线作业行为的平台指标可以

有效表征和评价学习行为投入遥为了实现构建学习者

画像的目标袁本文在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袁利用聚

类分析的方法将学习者划分为四类遥基于以上的理论

及数据分析结果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院

首先袁学习者的学业成绩与作业行为投入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袁说明作业行为投入对学习绩效具有较强

的解释力遥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13-14袁 22]袁行为投入与

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即行为投入越

高袁学习者的学业成绩越好遥

其次袁不同的行为投入平台指标与学业成绩呈现

不同的相关性遥 如作业时长尧作业完成次数等指标与

学业成绩呈弱相关性袁这从数据层面有力地说明了并

不是作业做得越多尧题目做得越多袁就能够得到更好

的成绩曰而恰恰是体现学习者的作业积极性尧作业效

率尧挑战难题的意愿和反思性等学习品质方面的指标

与学业成绩呈现强相关袁说明提升学业成绩的核心在

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品质渊如坚持尧专注尧反思等冤等

非学业方面的素质遥 这也为从作业角度进行野减负增

效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和方向指引遥

最后袁建立对学习者行为投入的跟踪和评价系统

是非常必要的遥 结合学习者画像构建技术袁从多个维

度来刻画学习者的行为投入情况袁对不同类型的学习

者采用个性化的指导方案袁例如袁可以针对不同类型

的学习者推送个性化的作业任务或个性化的学习资

源袁利用智能化的学习系统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是

实现高效学习的有效方式遥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学习的方式与边界都在

不断扩大遥 目前袁本文中涉及的场景比较单一袁主要是

教师布置的在线作业任务袁对于其他类型的作业袁如线

下作业尧自主作业尧选做作业尧假期作业等以及其他非

作业场景中的任务均有待进一步的探究遥 在未来的研

究中袁笔者将继续对所构建的模型尧指标和方法进行完

善与探索袁使之适应不同类型尧不同情境下的学习行为

投入分析遥同时袁未来研究也将探讨影响学习者学习行

为投入的因素袁例如袁在自我调控的反思性维度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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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er profil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escrib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ers, achieving

intelligent push and implementing personalized education. How to mine and use the data of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to build the learner profile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aking online homework as the

target scenario and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al engagement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with participation, persistence, concentration, academic

challenge and self-regulation as the main dimensions. The validity of 27 measurement indicators is verified

by using the online homework data of 7695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 K-Means clustering approach is

used to classify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learners. A group

profiles of four types of learners are formed, and corresponding learn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er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homework

behavioral engagement, different behavioral engagement platform indicators show different correlations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quality indicators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refore,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s should continuously track learners'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al

engagement, assess learners' learning quality, provide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and push

precise learning resources through the profile technology, so as to improve learners' online learning

efficiency.

[Keywords] Learner Profile; Learning Behavioral Engagement; Online Homework; Measurement

Indicator; Learning Analytics

service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behavioral prediction and

motivation theory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haring frequenc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and the sharing behavior tends to be multi-directionally interactive. The beneficiaries of sharing

behavior tend to be rural teachers: urban teachers share more teaching software and tools, while rural

teachers share more courseware, teaching designs and exercise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sense of self-worth and others' expectations are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teachers to share

digital resources, teachers' sharing intention is mainly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ir sense of self-efficacy,

and sharing intention and sharing atmosphere jointly positively affect digital resource sharing behavior.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more autonomy, motivation and power 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in teaching communities.

[Keywords] Digital Resources;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Sharing Behavior; Comprehensive

Behavioral Prediction Model; Motiv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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