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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化分析：一种数据驱动下的学习行为

解释性框架

黄石华 1袁 武法提 2

渊1.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袁 广东 广州 510665曰
2.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袁 北京 100875冤

[摘 要] 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加速了以数字化为支撑的学习行为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建设的同时袁也暴露出当

前模型的教育解释力不足等新问题遥 文章试图以野场景冶为研究切入点袁借助野场景冶作为洞察和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认

知工具袁从野场景冶如何量化学习行为大数据的视角袁建构一个可量化尧可解释的学习行为分析框架袁以更好地洞察与阐

释隐藏在行为大数据背后的学习行为规律遥 研究从野场景冶与野行为冶的关联视角袁深度剖析了野场景冶与人类社会行为之

间的关联渊源袁以及野场景冶对学习行为模式解释性的影响曰再从数据驱动的量化视角袁对场景量化的构成要素尧特性等

进行分析袁深层次分析了场景驱动学习行为分析建模的量化逻辑曰从场景如何解释行为模式的视角袁围绕以野场景冶为核

心袁构建一个数据驱动的学习行为分析的解释性框架袁并探讨了该解释性框架的应用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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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场景与行为院教育场域容易被忽视的关联

渊一冤野场景冶是洞察与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重要
信息单元

野场景冶一词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袁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当中经常被使用袁但何谓野场景冶袁目前尚未有相
对统一的定义遥 人们对于野场景冶认识袁基本还是源于
叶现代汉语词典曳[1]叶现代汉语大词典曳[2] 等权威词典对

野场景冶的基本释义院一种是指戏剧尧影视剧中的场面曰
另一种是泛指情景遥 深究野场景冶的深层涵义袁野场景冶
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戏剧尧影视剧中袁是指在特定的时
间尧空间内发生的有一定的任务行动或因人物关系所
构成的具体生活画面袁相对而言袁是人物的行动和生
活事件表现剧情内容的具体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横

向展示[3]遥戏剧尧影视中的场景是作为影片叙事的基本

单元袁主要用于刻画或塑造剧情中的人物形象袁反映
的是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物行为关系的活动意图[4]遥 这
是因为人物个体野真实的冶或野真正的冶态度尧信念尧情
感袁也许只有间接地通过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的行为
才能弄清[5]遥 而人物个体的行为袁在很大程度上袁是根
据其所处社会所定义的场景塑造和修改的[6]遥 从这个
意义上说袁野场景冶就是人类行为的真实反映袁融入了
对人们生活的理解袁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
理解[7]遥基于野场景冶的这层内涵袁人们开始采用野场景冶
方法来分析和了解人类社会行为模式和社会规律袁以
获得当下社会生活更高的解释力遥 可以说袁野场景冶提
供了一种观察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的分析方法袁可以
作为研究社会行为新的科学方法的基础遥 于是袁不同
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野场景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袁
如社会学领域袁罗格窑巴克将野场景冶视作野有界的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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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尧有形的行为场所冶袁劳伦斯窑佩尔文将野场景冶视
作野特定的人尧特定的时间尧特定的地方和特定的行为
活动的总和冶 [6]遥 欧文窑戈夫曼更是将野场景冶作为社会
生活研究的重要分析单元袁认为人类社会行为需要放
到特定场景中进行理解袁否则很难理解人类行为中的
符号意义[5]遥 传播学领域袁约书亚窑梅罗维茨进一步将
社会学的野物理场景冶拓宽至野媒介场景冶袁认为场景是
野相对自主的自我观念和社会行为的研究传统之间建
立一种平衡冶 袁对于每一种社会行为袁都需要一种特
定场景来明确界限[6]遥 还有学者认为野场景冶是人类社
会运作的一个微观单元袁人类的社会生活就是由一个
个场景连接而成[8]遥 城市社会学领域袁特里窑克拉克等
人将野场景冶视作野生活娱乐设施冶的组合袁这些组合凸
显城市社会功能的同时也传递着文化和价值观袁注重
反映和形塑人们的空间行为动机与现代生活秩序[9]遥在
计算机领域袁有学者将野场景冶视作野某一状态下所包含
的情境信息及其所需执行动作渊事件冤的集合冶[10]遥从这
些不同学者对于野场景冶的涵义解释与应用拓展可以
看出袁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袁认为野场景冶是约束
社会行为规范的准则袁是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重
要信息单元[5]遥借助场景的分析方法袁我们可以考察人
类不同的行为模式院 在某个场景几乎总是发生的行
为袁在某个场景几乎从不发生的行为袁在某个场景中
有时发生的行为袁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关联行为等[6]遥比
如人们经常利用场景来检测野不恰当的社会行为冶袁如
某学生在图书馆场景中大声喧哗的行为袁 在上课场
景中睡觉的行为袁 等等遥 通过将场景与行为进行关
联袁可以更客观尧准确地了解人类行为模式和社会规
律袁形成场景驱动的人类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袁
并利用这些行为模式和社会规律来反作用于人类袁
便于更好地服务人类袁回归野以人为本冶服务理念的
基本命题遥

渊二冤建构一个高解释性的学习行为分析框架需
分野场景冶进行
当下的数智时代袁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成为学习

分析领域的主导范式袁这种数据驱动的学习行为分析
研究袁它更加注重数据的教育解释力袁注重坚守教育
规律袁回归教育本质[11]遥若从教育规律的角度看袁解释
是洞见真理的方法袁也是真理存在的方式袁教育的理
论正是以解释的方式表达着对教育真理的洞见袁好
的解释会让本质明亮与显现袁 而不好的解释让本质
晦暗与沉沦[12]遥 这种数据的教育解释力袁其实质就是
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内在关系与运行逻辑袁 是揭示教
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袁从这个意义上说袁教育大数

据袁其价值不是体现在数据本身袁也不是体现在数据
的分析方法与技术袁 而是体现在隐藏在数据背后的
数据关系袁以及能解释这些关系的教育机理遥 而学习
行为数据作为教育规律挖掘的重要基础袁其数据的解
释力袁它反映不同来源数据分析的结论差异做出合理
的解释[13]袁直接影响到教育规律生成的客观性与准确
性遥因此袁衡量一个学习行为分析模型的好坏袁并不是
看建模过程中运用了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方法袁
而是着重看行为分析模型的可解释性袁 看分析模型
是否能很好地回应了教育问题袁 是否能解释教育的
内在机理遥

野场景冶作为人类行为的真实反映袁是理解人类行
为模式重要的信息单元袁逐渐成为洞察人类行为模式
的认知工具遥只有将人类行为需要放在特定的场景中
考察袁才能真正地反映出人类行为所处的状态渊如用
户目的尧用户意图等冤袁进而更好地了解人类的行为模
式和社会规律遥而学习行为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其中
一种形态袁也理应放到特定的学习场景中进行分析与
理解袁以获得更高的教育解释力袁进而更好地揭示学
习者的行为规律遥 这是因为不同的学习场景袁所形成
的学习行为模式和学习规律也会有所不同袁如作业行
为模式袁若发生在野图书馆场景冶袁其行为模式表现为院
复习教师课件寅查看经典习题寅开始做作业寅查阅
资料寅继续做作业寅完成作业袁若发生在野自习室场
景冶袁 其行为模式表现为院 和同伴讨论课程的知识难
点寅开始做作业寅和同伴交流解题思路寅继续做作
业寅同伴互查作业寅完成作业袁这两个不同的学习场
景袁其作业行为模式是不一样的袁生成的学习行为偏
好和学习需求就会有所不同袁最终导致向学习者提供
的学习服务内容渊包括学习资源尧学习路径尧学习工
具尧学习伙伴等冤也要有所不同遥 其他的学习行为分
析袁如学习行为投入分析尧学习习惯分析尧学习专注
度分析尧学习成效分析等袁也很少关注野场景冶这个重
要因素袁导致学习行为分析的结果不够精细尧不够准
确袁甚至出现学习行为分析结果的假象和悖论袁如学
习行为投入分析袁 传统的分析结果可能存在学习行
为投入很高袁但学习成效很低的假象袁但不排除某些
学习场景中袁存在有学习行为投入度高袁学习成效也
高的情况袁 我们更需要找到这些不同场景的高效或
低效的学习行为投入袁便于全面尧准确地掌控学习者
的学习状态袁进而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的个性
化学习服务遥这就需要将学习行为放进特定场景中进
行考察袁分场景对学习行为模式进行分析挖掘袁才能
更客观尧更准确地描述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规律遥此外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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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场景化的行为分析方法袁 可以很好地对学习行
为的语义范畴进行明确界定袁不但能精细尧精准地描
述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模式袁 同时也使得学习分析的
结果具有更高的教育解释力袁 更真实地反映客观的
学习规律遥

二尧场景的可量化尧可计算院驱动学习行为分析
建模的生成逻辑

渊一冤野场景冶的量化要素分析
在过去袁由于时代与技术的局限性袁人们对于野场

景冶 的理解更多是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上的认识袁场
景的内涵与价值没有得到很好地凸显袁同时也未能引
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遥 当今高度数据化的数智时代袁
发生在不同场景下的人物行为活动轨迹逐渐被智能

感知设备所捕捉和理解袁形成全方位尧全过程尧全覆盖
的行为大数据袁并通过数据表征方法将其还原和模拟
出来袁使得野场景冶变得可感知尧可量化尧可计算遥 从某
种程度上说袁数智时代的野场景冶可以理解为一种可量
化尧可分析尧可操作的高技术野场景冶[14]遥 这种量化认知
观的野场景冶袁打破了常规的野场景冶界限袁超越了原来
社会尧文化尧心理等不同行为所构成复杂和多元生活
画面的物化概念袁 它是指特定的时空领域范围内袁围
绕以野人冶为中心袁以感知设备为载体袁以事件为表现
形式的行为序列总和袁它更加强调野场景冶中的人物行
为关系发展的演变过程袁注重的是人类行为的时空立
体感和行为事件的整体性和关联性渊即行为事件发生
的来龙去脉冤[15]遥 可以说袁新时代的野场景冶袁其实质就
是人尧时间尧空间尧设备尧事件等多重维度界定出来的
小世界袁这个小世界可以代表相对独立的人类某种行
为语义主题遥 为此袁文章借鉴学者武法提的场景量化
方法[15]袁将野场景冶的量化要素划分为院主体要素尧时间
要素尧空间要素尧设备要素尧事件要素五个基本要素遥
这五个要素的有机组合袁可以很好地描述人类行为活
动的全貌袁即野主体情境 垣 时间情境 垣 空间情境 垣 设
备情境 垣 事件情境 艺 行为场景冶袁 转化为人们所理
解的场景语句为院野谁袁在什么时间袁什么地点袁使用什
么设备袁做了什么事冶袁由此生成野场景量化冶的形式化
描述[16]院野人物冶院人物的信息标签曰野某个时间点冶院时
间分类语义标签曰野某个地点冶院 地点分类语义标签曰
野使用什么设备冶院设备分类语义标签曰野做了什么事冶院
事件分类语义标签遥 该形式化描述映射还原出的野场
景冶语句为院小明渊人物的信息标签院小学三年级冤袁10:
00渊时间分类的语义标签院课堂学习时间冤袁 北京师范
大学实验小学渊地点分类的语义标签院教学楼冤袁使用

iPad渊设备分类的语义标签院平板电脑冤袁做数学作业
渊事件主题的语义标签院 小学三年级数学第八单元分
数加减法冤遥借助这五个量化要素袁就可以很好地模拟
表征人类的社会场景袁便于对不同场景下人类行为模
式进行量化分析遥

渊二冤野量化场景冶的三大原力院学习行为分析建模
的量化逻辑

数智时代高度数据化的社会形态袁造就了人类行
为的量化环境袁 而场景作为塑造人类行为的表达框
架袁在行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双重驱动下袁赋予了
野量化场景冶的三大原力院场景的技术联动力尧场景的
信息聚合力尧场景的智能适配力袁借助这三大原力构
筑了学习行为分析建模的量化逻辑遥

1. 场景的技术联动力院学习行为数据全方位感知
的野雷达冶

学习行为数据的感知与采集是场景量化的数据

基础袁只有全方位感知并采集发生在场景中的学习行
为活动数据袁获得更全面的行为大数据袁才能使得数
据表征所生成的学习场景更客观尧更准确遥 单一的技
术与方法袁很显然是无法快速尧即时地获取到全方面
的场景数据袁只有通过野技术联动冶的方法袁才能全方
位感知和采集人们所经历的活动数据遥 这种野技术联
动冶既包括外部数据源之间的协同感知袁也包括数据
源内部之间的协同感知袁并且数据联动采集需要基于
场景的五个量化要素所构成统一尧通用的数据规范格
式进行袁建立基于时间间隔采样尧基于位置采样以及
基于事件交互触发采样等联动数据感知机制遥围绕场
景五个量化要素的数据特性袁场景的技术联动主要是
围绕大数据尧移动设备尧社交媒体尧传感器和定位系统
等技术来进行联动采集 [17]袁其中袁大数据是量化野场
景冶的数据支撑袁只有形成全方位尧全过程尧全覆盖的
人类行为大数据袁才能模拟出真实的社会场景曰移动
设备是野场景冶技术的数据分析平台袁是其他 4要素的
数据运算载体曰传感器是感知野场景冶数据的工具袁通
过传感器袁主动感知并收集人们所在时空尧动作尧情感
等变化信息的数据曰社交媒体是野场景冶之间的连接
器袁通过社交媒体袁不但可以连接人与人的关系袁还可
以连接人与资源尧人与场景尧资源与资源尧场景与场景
的关系袁形成人尧资源尧场景等因素构成的资源大网
络曰定位系统是识别和定位野场景冶的运算机制袁通过
定位系统袁 可以实时识别和定位人们当前所处的场
景袁便于即时分析当前场景的行为需求袁进而开展基
于场景适配的精准信息服务遥只有通过这些新技术的
联动作用袁 才使得技术与技术之间能够无缝对接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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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野全场景冶的技术支撑平台袁使得场景五个量化
要素的属性数据袁都能被全方位感知与采集袁便于学
习行为大数据的分析与计算遥

2. 场景的信息聚合力院重构序列化学习行为模式
的组织逻辑

互联网时代袁互联网具有连接一切的本质 [18]袁使
得人类的交互行为不再仅仅停留在人与人的连接

上袁还可以表现为人与物袁甚至物与物之间的连接遥
通过互联网这种多层次尧 多粒度的连接袁 可以将分
散尧碎片的人类交互行为轨迹进行聚合起来袁生成一
个行为活动的大网络袁网络节点可以是人尧资源尧产
业尧机构等主体袁并且这些节点都是连通的遥 借助互
联网连接一切的能力袁 可以将学习行为轨迹数据进
行深层次聚合袁形成学习行为活动大网络遥 这种大网
络袁 虽然有利于深层次挖掘学习者的行为模式和规
律袁但也给学习行为模式的挖掘带来很大难度袁如何
将高相关度的网络节点筛选出来袁 并形成有序化的
行为序列就成为学习行为分析的重要难题遥 而 野场
景冶作为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重要分析单元袁相较于
过去野场景冶各构成要素的相对独立袁数据不能联通袁
各自扮演独立角色的现象袁 如今互联网连接一切的
能力袁赋予野场景冶的深度链接力袁使得野场景冶五个量
化要素更好地融为一体遥 借助野场景冶的深度链接力袁
并且在自组织网络理论尧系统论等指导下袁使得学习
行为活动大网络的各个节点袁可以按照野场景冶五个
量化要素进行有序地重组尧整合袁成为野场景冶量化重
构序列化学习行为模式的组织逻辑遥 如学习者在遇
到学习问题时袁利用野场景冶的深度链接力袁借助智能
化的学习感知设备袁定位到当前学习者的学习场景袁
并将学习时间尧学习位置尧学习事件尧学习进度等学
习场景的要素连接到一起袁建立与学习伙伴渊如在线
的教师尧学生等冤尧学习工具渊如思维导图冤尧学习活动
渊如学习心得分享尧小组讨论活动冤等学习内容的适
配关系袁 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学习资源与知识点单一
的连接生成的学习服务方式袁生成更精准的场景个性
化学习服务遥

3. 场景的智能适配力院驱动学习行为分析理论的
生成逻辑

借助野场景冶的智能感知力尧深度链接力等能力袁
使得场景可以不断模仿尧甚至可以复制人类的感知模
式和认知模式袁深层次了解不同场景下的人类行为模
式袁 进而能够准确地描述不同场景下用户的行为特
征袁勾勒出全场景的用户自画像袁用户就可以清楚地
看到自己生活中的某些侧面袁 从而更清晰地认识自

己袁这种认知方式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窑霍顿窑
库利的野镜中我冶理论袁它是一种间接的认知模式 [19]遥
可以说袁野场景冶就是人类个体的一面镜子袁可以实时
了解不同场景下的用户状态和需求袁 并主动地提供
用户适配的信息服务袁概括来说袁这就是场景的智能
适配力遥 借助这种智能适配力袁在实时了解不同场景
的学习需求情况下袁根据不同应用分析目标渊如精准
化管理尧精准化评价尧精准化服务等冤袁匹配不同的数
据计算建模方法袁 生成不同应用领域的数据分析模
型袁用来揭示不同的学习行为分析理论遥 从这个意义
上讲袁场景的智能适配力袁就是驱动学习行为分析理
论的生成逻辑遥 如学习服务领域袁在全面了解不同场
景下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模式尧个体特性尧学习需求的
基础上袁通过场景的智能适配力袁精准定位当前场景
的推送时机尧推荐策略以及个性化的呈现方式袁主动
地推送给学习者适配的学习资源袁不但能提高学习服
务的精准度尧体验性袁同时也很好地彰显学习服务发
展的内在逻辑野理解人寅服务人冶袁回归以人为本服务
理念遥

三尧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
框架的构建

渊一冤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的结
构分析

从上述的场景驱动学习行为分析建模的量化逻

辑分析得知袁 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袁
其实质是一个以大数据为基础尧以野场景冶为核心的学
习行为量化分析建模过程遥其整个解释性框架的结构
主要分为院元数据层的解释性尧数据模型层的解释性尧
模型可视化层的解释性以及数据揭示理论层的解释

性四层袁这四个层面是一种由浅入深尧层层递进式的
解释性框架遥若再融合目前最为广泛的 Fayyd数据分
析挖掘模型的建模流程[20]院数据预处理寅数据转换寅
数据挖掘寅解释和评估袁基于野场景冶为核心生成的学
习行为分析的解释性框架的结构则可以分为院野场景冶
为规范的学习行为数据规范环节尧野场景冶为单元的学
习行为分析建模环节尧野场景冶为主题的行为模式可视
化建模环节尧场景化学习行为量化分析理论的形成环
节等四个环节袁这四个环节与四个解释层共同构成一
个闭环的学习行为分析建模过程遥

其中袁野场景冶 为规范的学习行为数据规范环节袁
主要是从元数据层面袁建构一个共享重用的场景数据
模型袁为学习行为元数据打上场景语义标签袁形成一
个学习行为元数据的解释层袁让用户知道哪些学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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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发生在那个场景中遥通过将采集到的多元异构
学习行为大数据袁融合国际通用数据规范标准袁提取
这些学习行为元数据中的场景语义袁生成标准通用的
场景化数据规范格式袁构建一个高度语义化的共享重
用的场景数据模型遥 野场景冶为单元的学习行为分析建
模环节袁主要是从数据模型层面袁建构一个场景化的
学习行为量化分析模型袁挖掘不同场景下的学习行为
模式袁形成一个行为模式的解释层袁让用户知道哪些
场景中存在什么样的学习行为模式遥基于前面生成规
范化的场景数据模型袁采用数据挖掘算法尧数据计算
建模尧学习分析技术等方法袁对规范化的学习行为大
数据进行分析挖掘袁建立场景化的学习行为量化分析
模型袁发现不同场景下的学习行为模式遥 野场景冶为主
题的行为模式可视化建模环节袁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
助用户理解挖掘生成的学习行为模式袁同时也为了让
用户能快速地找到隐含在海量数据中的规律信息袁对
前面构建的场景化学习行为量化分析模型袁根据不同
的行为分析维度袁寻求最佳的可视化方法袁匹配合适
的可视化呈现方式来展示不同场景下的学习行为分

析模式遥 场景化学习行为量化分析理论的形成环节袁
主要根据不同学习行为分析模式揭示的教育规律袁生
成更具教育解释力的学习分析应用理论渊如课堂教学
理论尧数字学习环境理论尧学习服务理论等冤遥 最终形
成的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的结构如

图 1所示遥

图 1 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结构

渊二冤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的建
构过程

基于上述融合场景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结

构的四个核心环节袁文章将解释性框架建构过程也相
应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院场景为规范的学习行为数据
规范分析尧 场景为单元的学习行为模式建模设计尧场
景为主题的行为模式可视化建模设计尧场景化学习行
为量化分析理论的形成袁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既相对独
立袁同时也相互制约袁共同作用构成一个闭环尧自适应
的学习行为分析的解释性框架袁其框架的具体构建过
程如图 2所示遥

在场景为规范的学习行为数据规范分析的内容

设计方面袁主要是构建一个可重用尧可共享的规范化
场景数据模型袁 为学习行为元数据打上语义标签袁以
更好解释元数据层上的数据语义遥首先借助互联网感
知设备袁采用直接感知和协同感知的方式袁全方位地
感知并采集学习者场景变化的信息渊包括学习发生的
时间尧空间以及学习行为事件等信息冤袁形成场景行为

图 2 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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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遥其次袁基于这些场景行为大数据袁融合深度学
习算法和特征提取方法袁分类提取场景五个量化要素
的数据特征袁 为场景的五个数据维度打上语义标签袁
进而生成具有高度语义的场景数据集遥 然后袁采用国
际通用的 xAPI渊Experience API冤规范袁对这些场景行
为数据进行规范化分析袁 生成统一通用的 xAPI规范
的数据交换格式院Actor 渊主体情境冤 垣 Time 渊时间情
境冤 垣 Local-Context 渊位置情境冤 垣 Device-Context
渊设备情境冤 垣 渊Verb 垣 Object 垣 Result冤渊事件情境冤
垣艺 LC 渊学习场景冤袁 并基于该场景规范化的数据格
式袁构建一个可重用尧可共享的规范化场景数据模型遥
在场景为单元的学习行为模式建模设计方面袁主

要是采用时空聚类尧 序列模式挖掘等计算建模方法袁
构建一个场景化的学习行为模式挖掘模型袁让学习行
为模式放到特定的野场景冶中去理解袁以更好地解释模
型层的行为语义遥 首先袁基于场景规范化的学习行为
数据集袁采用时空聚类算法袁对这些场景行为轨迹进
行分段处理袁切割为一个个以野天冶为粒度的轨迹线段
渊即学习者一天的学习行为轨迹线段冤进行时空聚类袁
切割为一个个相对独立时空簇袁每一个时空簇代表一
个学习场景袁生成一个个单天学习场景序列集遥其次袁
基于这些单天的学习场景序列集袁采用增量式序列模
式挖掘方法袁对这些单天场景行为序列集进行序列频
繁度计算袁 生成不同分析维度的频繁行为序列集曰然
后袁基于这些频繁行为序列集袁通过频繁序列挖掘尧时
间序列挖掘尧周期性行为挖掘等方式袁挖掘不同场景
下的热点学习行为模式尧 近期学习行为迁移模式尧周
期性学习行为模式遥
在场景为主题的行为模式可视化建模设计方面袁

学习行为模式的可视化建模袁主要从数据的教育解释
度视角袁将数据揭示的学习行为模式以直观尧立体的
可视化方式呈现给用户袁便于用户洞察与理解隐藏在
数据背后的学习现象与学习规律遥但学习行为模式可
视化并不是为了可视化而可视化袁它是要从行为模式
可视化的信息图表当中揭示教育规律袁 反映教育问
题遥 为此袁文章参考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可视化分析
设计路径[21]院数据寅模型寅可视化寅知识寅数据袁首
先袁基于生成不同场景下的学习行为模式袁根据它们
不同的行为特性渊如学习行为的周期性尧关联性尧区域
性尧群聚性尧迁移性等特性冤采用不同的分析视角袁匹
配出不同可视化方法渊如地理信息可视化尧时变数据
可视化尧空间标量场可视化等方法冤曰然后袁再基于这
些不同的可视化方法袁 选择恰当的可视化呈现策略袁
如可以采用单图呈现袁 或者通过多图多维度进行呈

现袁最终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尧交互性更强的学习行为
模式可视化模型遥

在场景化学习行为量化分析理论的形成方面袁主
要是基于前面生成不同学习场景下的学习行为模式袁
根据这些行为模式的应用方向渊如精准化教学尧精准
化管理尧精准化评价尧个性化服务等冤袁构建不同教育
应用模型袁揭示不同教育理论袁如场景化学习服务分
析理论尧场景化学习行为投入分析理论尧场景化学习
行为习惯分析理论尧场景化学习成效分析理论尧场景
化学习测评分析理论等遥

四尧融合场景的学习行为分析解释性框架的
应用方向

渊一冤场景化学习院可以作为洞察学习规律的一种
认知系统

场景作为人类行为的真实反映袁同时也是理解人
类行为模式的重要分析单元袁 只有将人类行为放在
所发生的野场景冶中去分析袁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
为的目的与意图袁最大限度地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和
行为规律袁为洞察和理解人类社会规律提供了一个新
的认识遥 新时代的教育袁学习发生的场景不再局限于
固定的学校课堂学习场景袁还可以发生在公园尧科技
馆尧休闲吧尧博物馆尧电影院等碎片化的学习场景中袁
并且在互联网尧 人工智能先进信息技术的联动支持
下袁发生在不同场景下的学习行为轨迹数据逐渐被智
能学习感知设备所感知和采集袁形成海量的学习行为
大数据遥通过将海量的学习行为大数据切割为一个个
相对独立的学习场景袁再利用关联挖掘尧序列模式挖
掘等方法袁挖掘这些独立场景下的个体尧群体的学习
行为模式袁形成不同场景的频繁学习行为模式尧学习
行为的迁移模式尧 周期性学习行为模式等行为规律袁
进而更好地了解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状态和学习需求袁
并利用这些学习行为模式和规律反作用于学习者袁使
得野场景冶逐渐成为洞察学习规律的一种认知工具遥

渊二冤场景化教学院可以作为多元化教育教学的一
种设计思维

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窑杜威认为野教育即生活袁即
生长袁即经验改造冶 [22]遥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基于
杜威的这种思想袁也提出了野生活化教学冶教育理念遥
他所提倡的是教学内容尧教学活动的设计要从学生所
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袁建构生活场景化的课堂袁以帮
助学生知识理解与建构[23]遥 在过去袁由于技术的局限
性袁这种生活场景化的教学思想更多是停留在理念层
面上袁 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袁 社会上的个体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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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尧社会机构尧联盟都可以成为教学服务的提供者[24]袁
社会上蕴含着丰富的教学资源袁通过场景的技术联动
力以及场景的深度链接力袁可以很好地将社会上的个
体尧团体尧组织机构连接起来袁构建一个场景化教学的
共同体袁建立学校与外部社会的智能协同机制袁形成一
个教育资源高度共享尧无缝对接尧全社会参与的大教学
环境遥有了这个大教学环境的支持袁再基于不同场景下
的学习行为分析的结果袁 自动连接到适配场景的共同
体袁 构建一个多元化教学的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环
境袁通过场景中的人尧物尧景的多重交互与多维展示袁重
现人物行为事件发展过程的全貌袁 便于学习者对课程
知识的深层次内化袁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遥 例如袁微软
公司 2012年提出野未来课堂冶的构想袁就是利用现代化
的信息技术袁 将课堂重点知识和教学信息放到大教学
环境中进行同步和共享袁实现教学的线上互动与协作袁
真正将教师尧社会专业人员尧学生等教学主体进行实时
无缝对接袁生成一个动态多元的场景式教学环境[25]遥

渊三冤场景化服务院可以作为个性化教育服务的一
种服务理念

场景化服务的本质是一种对场景的感知及信息

适配的服务模式[26]袁即基于用户所在的场景袁在用户
有需求欲望的时候袁向用户提供当时所需的适配信息
及服务袁让用户在惊喜中感到服务的溢价袁且在用户
不需要的时候袁从不去打扰他渊她冤遥 这种服务模式是
力求从推送时机尧推送方式尧推送内容尧呈现方式甚至
到心理情感上进行全方位适配袁 向用户提供智能化尧
精准化尧个性化的信息支持服务袁从而提高个性化服
务的精准度遥 当今的高度数据化的数智时代袁学习发
生的场景从校内的课堂场景不断扩展延伸到校外碎

片化场景渊如公园尧博物馆等场景冤袁甚至还可以是线
上虚拟的学习场景袁呈现多元化尧动态化尧碎片化尧泛
在化等数字化特征遥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学习环境袁
需要将野场景冶这个重要要素融入到学习服务设计当
中袁在综合考虑学习者所处场景的推送时机尧推送方
式尧推送内容尧呈现方式等因素基础上袁才能做到适
时尧适宜地主动推送适配的学习资源给学习者遥 这种
基于场景适配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模式袁其本质是一种
数据驱动范式的学习服务模式袁它是以场景行为大数
据为基础袁从学习者的行为方式尧行为习惯和心理感
受等因素出发袁分场景挖掘学习者真实状态与学习需

求袁找准最佳的推送时机袁选择合适的推送方式袁主动
为学习者推送适配的学习资源袁进而更好地提高个性
化学习服务的精准化水平遥

渊四冤场景化测评院可以作为教育精准评价的一种
评价方法

实施教育评价是教育教学决策的重要前提袁可以
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直接依据[27]遥 当下的教育大数据
时代袁大数据将重构教育评价袁促使教育评价从野经验
主义冶走向野数据主义冶袁从野宏观群体冶评价走向野微观
个体冶评价袁从传统的单一的结果性评价转向基于大数
据的过程性评价尧成长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28]袁逐渐形
成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评价体系[29]遥 这种基于大数据的
教育评价方法袁极大地改变了以往野唯分数冶野唯升学冶
的教育评价导向袁 成为教育评价领域最前沿的变革发
展方向[30]遥 但由于不同的学习场景袁其学习者所表现的
学习状态也会有所不同袁 如果在评价过程中忽视 野场
景冶要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袁即使有了全过程尧全样本尧
全覆盖的教育大数据袁也不一定能够得出客观尧科学的
评价结论袁如学习者的作业评估尧学习习惯评价尧努力
程度评估尧学习状态的诊断评价等袁都需要放在特定的
场景中进行解释与评估袁 围绕场景来构建学习者个体
和群体全景式的成长性教育评价体系袁以获得更精准尧
更精细尧更多维的全方位评价结果遥这种场景化的教育
评价方法袁 其实质也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评价方
法袁如果说袁大数据助推教育评价走向现代化和智能
化[31]袁场景化测评助推教育评价走向精准化尧精细化遥

五尧结 语

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袁 虽然加速了以
数字化为支撑的学习行为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建

设袁 但同时也暴露出当前模型的教育解释力不足等
新问题遥 而场景作为洞察和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一
个重要分析工具袁新时代野场景冶量化的认知观袁改变
了过去传统野场景冶的抽象化认识袁为学习行为量化
分析提供一个全新的方法与思路遥 文章试图以 野场
景冶为研究切入点袁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出发袁在探讨
野场景冶是如何进行量化尧如何解释行为模式的基础
上袁 提出一种场景驱动的学习行为分析的解释性框
架袁 以期为学习行为分析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提
供一个可行的视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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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model supported by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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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master teacher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high -quality teacher supply and achieve high -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perspective on its
essenc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grasp its practical direction and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actical
dilemma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symbiosis theory to address the issue that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master teacher classroom" are ahead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xplains the essence
of "master teacher classroom" in achieving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through
reconstructing the form of online training, and its ultimate pattern of the symmetrical symbiosis of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integr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ree practical dilemm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depth of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due to the limited level of symbiosis units,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due to non-reciprocity of symbiosis model, and lack of community
operating power due to the disorientation of symbiosis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symbiosis unit led by teaching exper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ciprocal symbiosis model for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positive environment for iterat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penetration of "master teacher classroo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large-scale and regular application of "master teacher classroom".

[Keywords] Master Teacher Classroom; Three Classrooms; Urban and Rural Teachers; Online
Train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ymbiosis Theory

education. The paper attempts to take "scenario" as the entry point, uses "scenario" as a cognitive tool to
explain human social behaviors, and constructs a quantifiable and interpretable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 "scenario" quantifies the big data of learning behaviors, so as to
better explain the laws of learning behaviors hidden behind the big data of behavior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cenario" and "behavior",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enario" and human social behavior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scenario"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arning behavior model.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driven quantifi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mpon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enario quantific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quantitative logic of scenario-driven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and modeling.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 the scenario explains the behavior pattern, a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scenario-based learning
behavior analysis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scenario" as the core, and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s of th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are discussed.

[Keywords] Scenario-based Analysis; Learning Behavior Quantificatio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Analytic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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