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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故事化：教育数据要素价值转化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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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向数据纵深推进袁对于教育数据要素的见解提取与价值转化不仅是分析人员的工作

范畴袁而且开始依赖处在数据生成与应用现场的教育者尧学习者遥 然而袁这些用户在数据要素的认知解读及决策转化上还

存在较大挑战遥数据故事化为教育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与价值转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遥研究概述了数据故事化的概念内

涵与构成要素袁重点刻画了数据故事化的设计参考模型袁分析了数据故事化对于教育大数据价值转化的启示遥 研究认为袁

数据故事化是数据价值转化的深度设计逻辑袁主张整合叙事要素尧模型与方法袁对抽象数据进行叙述化编排尧情境化再

植尧策展性解释袁通过拓展设计要素尧厘清设计特征尧关注设计事理等新给养袁支持非数据专业用户对教育数据的深度认

知与价值转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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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数据日益成为教育数字化的核心要素袁充分激活
与发挥教育数据要素的价值潜能袁有利于深刻洞察和
把握复杂教育系统的内在运行规律[1]袁推动教育数字
化转型向纵深发展遥 其中袁学情反馈报告尧教育智慧大
脑尧学业预警系统尧学习仪表盘尧数字画像等学习分析
应用日益成为广大师生常态化开展教育数据价值转化

的主流途径遥然而袁这些学习分析设计及实践成效都不
成熟袁在支持用户解释数据尧行动决策上都存在很大挑
战[2-3]袁学习分析对于教与学的实践也未产生明显影响[4]遥
其实袁查看与解释数据通常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袁
师生用户缺少将数据转化为可用信息和实践的认知

策略[5]遥 数据要素需要经过深度的开发利用[6]袁构建易

于理解尧交流与决策的消费形式袁而不仅仅只是提升
数据素养袁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才能被充分激活遥

最近袁作为解决数据科学野最后一英里冶问题的新
理念与方法袁数据故事化渊Data Storytelling冤日益成为
数据价值转化研究的热点方向[7]袁其主张将叙事元素
与方法融入数据分析尧表征与沟通当中袁支持数字化
公民从数据的表面感知转向数据的深度认知袁帮助用
户在教育概念与数据信息之间建立认知联结袁数据故
事化成为数据价值转化的深度设计逻辑袁已经在新闻
传播尧图书情报尧数字人文尧计算机等领域引起广泛关
注遥 然而袁数据故事化在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应用还处
于概念介绍阶段遥 为此袁本研究将全面概述数据故事
化的基本定义尧构成要素尧设计参考模型袁分析数据故
事化对于教育数据价值转化的启示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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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数据故事化的概念理解

自古以来袁故事就被用来传递知识和信息袁通过
将关键信息嵌入人物尧场景尧关系和事件当中袁以帮助
受众记忆与理解遥 社会心理学家 Haidt指出袁人的大
脑是故事处理器袁而不是逻辑处理器[8]遥 在 19世纪中
期袁护理教育创始人南丁格尔就富有创意地使用玫瑰
图来分析战士伤亡数据袁 旨在向数据素养不高的政
客强调改进医院卫生条件的重要性遥 将叙事要素与
方法整合到数据分析或可视化当中袁 可使数据栩栩
如生并更好地支持人类决策[9]遥 现代信息科学认为袁
在野数据要信息要知识要智慧冶转化中袁讲故事是社
会性意义建构的一个基本过程袁 能支持用户更有效
地识别尧解释与传达各类信息中的数据袁通过整合数
据尧业务情境而提供更加结构化尧有意义的信息袁将
知识作为复杂的可操作信息进行广泛传递与共享袁
还能支持用户更好地理解何时尧如何以及向谁传达相
关知识的智慧[10]遥

教育数据挖掘尧 学习分析在本质上都是对复杂异
构数据进行情境剥离式野素描冶袁而数据故事化是对抽象
数据分析过程或结果的有意义还原袁实现对数据的情境
再植式野深描冶与叙事化表达遥 根据厚数据渊Thick Data冤
理论袁促进数据价值转化与释放袁既要关注数据的数量
或事实本身袁更要关注如何构建数据的评论解释袁完善
数据的特定细节尧概念结构和丰富含义袁围绕数据进行
深描袁而数据故事化就是实现厚数据的重要方法[11]遥

数据故事化也称用数据讲故事尧 可视化数据叙
事尧数据驱动型故事袁已经成为当前数据科学的核心
理论[12]遥 数据故事化是使用叙事元素与方法来表征尧
解释尧沟通尧传达数据分析见解的结构化过程袁旨在帮
助特定用户高效地感知尧理解尧转化数据并激励其行
动决策袁其结果是形成满足特定需求的数据故事遥 在
大数据时代袁 数据的可视化和故事化需要被有机整
合袁数据可视化引起用户对数据的基本感知袁而数据
故事化侧重于支持用户从数据分析与表征中及时尧全
面尧准确地理解业务发展的结果或过程袁通过关联相
关情境尧文化线索尧理论知识袁以识别业务问题尧关键
事件袁并推断引发原因尧可能后果及可能行动选项袁极
大地增强了传统数据可视化的叙事能力遥从数据可视
化到数据故事化袁代表了数据要素价值转化的研究焦
点从数据的表面感知转向数据的深度认知[7]遥

三尧数据故事化的构成要素

一般来说袁数据故事化包括三个基本构成要素[13]院

数据渊Data冤尧可视化渊Visuals冤和叙事渊Narrative冤袁其关
系结构如图 1所示遥 其中袁渊1冤数据是对客观现象进行
记录并可分析的数字或符号袁具有原材料尧可加工尧多
指向等属性[14]遥 此处袁数据要素代表了数据测量尧采集尧
分析尧报告的过程与结果遥 渊2冤可视化是对数据分析过
程或结果的图形化表征袁采用恰当的图表格式渊如条形
图尧趋势线尧桑基图尧网络图等冤与视觉元素渊如线条尧形
状尧颜色尧符号尧透明度等冤直观地呈现数据分析过程或
结果遥渊3冤叙事是按照特定逻辑对事件尧事实尧数据等信
息进行关联性表达袁 反映并促成一种特定的观点或价
值[15]遥 其中袁文本语言是传统叙事中关联性表达的基本
形式袁线条尧形状尧颜色尧符号尧大小尧透明度尧方向等日
益成为数据可视化中的新型叙事形式袁 这些要素对于
表征数据的突出特征具有优先吸引人的注意力[16]遥 叙
事的核心是对相关事件尧事实尧情境等内容进行合乎教
育现实逻辑尧满足数据分析推理需求的有效组织遥

图 1 数据故事化的基本构成要素

数据故事化具有四种功能院渊1冤启发遥数据可视化
可以直观地启发用户的数据洞察力袁帮助用户感知隐
藏在数据中的特定关系模式遥渊2冤解释遥将数据及数据
分析过程置于特定的业务情境可以促进对数据的意

义建构袁如文本尧隐喻尧标注尧线条等叙事元素可以丰
富数据的解释情境遥 渊3冤吸引遥 叙事要素尧可视化表征
结合起来会激发可视化叙事心流[17]袁通过叙事模型对
数据尧可视化尧叙事要素进行时空性尧关联性尧艺术性
的逻辑编排袁不仅能直观地阐述发生了什么袁而且能
帮助用户了解是如何发生的尧反思为何发生遥 渊4冤行动
变革遥 通过结构化地整合数据信息尧可视化尧叙事元
素袁 可以引导用户深度理解数据背后事件之间的关
联尧矛盾尧趋势及可能的干预选项袁以更有效地表征与
说服形式袁推动用户的行动决策并持续改进遥

四尧数据故事化的设计参考模型院
从数据探索到数据叙事

关于数据故事化的设计与开发还没有形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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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模型袁 本研究以学习分析参考模型为蓝本[18]袁
借鉴数据故事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袁构建数据故事化的
设计参考模型袁以厘清数据故事化的工作范畴与基本
过程遥 渊1冤在设计流程上袁Lee等人认为数据叙事包括
发现数据见解尧将见解转化为叙事尧将这种叙事传达
给受众三个阶段[19]遥 朝乐门认为袁数据故事化包括数
据理解与业务理解尧数据分析与洞察尧故事化建模尧故
事形式化描述尧故事叙述与交互尧受众的互动与反思
行为等阶段[20]遥 渊2冤在设计要素上袁张馨月认为袁故事
和话语是数据故事化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21]袁故事是
一系列按时间次序排列的尧 在特定环境中描述出来
的尧兼具时空演变过程和因果关系的事件袁关注叙事
结构曰而话语是指讲述者说什么以及怎么说袁关注具
体的叙述策略遥类似袁Vora建议袁首先使用叙事弧框架
来构思数据故事的基本内容袁包括数据尧事件尧人物尧
评估尧结果尧目的和顿悟时刻等要素袁再确定数据故事
的决策结构袁包括地点尧时间尧原因尧怎样尧什么尧谁尧下
一步行动以及在哪些方面行动[22]遥 渊3冤在设计特征上袁
有研究者将数据可视化分为探索性和解释性两种[23]遥
其中袁探索性可视化是为具备数据分析专长或数据素
养较高的专业人员提供的袁以挖掘与寻觅复杂数据中
的新关系模式曰解释性可视化是面向非数据专业的普
通用户提供的袁其主要目的是有效地表征尧沟通数据
中发现的关键见解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将数据故事化
凝练为数据探索尧数据叙事两个阶段袁围绕数据尧可视
化尧叙事等要素袁构建分析模型尧故事类型尧叙事模型
与叙述策略袁 以形成支持教育循证决策的数据故事袁
如图 2所示遥

图 2 数据故事化的设计参考模型

渊一冤数据探索阶段
数据探索是为满足特定数据使用需求而开展的

数据测量尧采集尧分析与报告活动袁以获得可指导非
数据专业用户开展业务理解与干预的数据见解袁并
将不同的数据见解转化为合适类型的数据故事形

式袁 进而为数据的意义建构与决策应用提供丰富支

架遥 其中袁分析模型是数据见解发现的关键手段袁而
数据见解的故事类型化是数据叙事过程的重要依据

与前提遥
1. 数据故事化的分析模型
数据的教育应用始于一定的问题遥数据分析人员

识别可用数据来解决教育问题袁 开展数据的测量尧采
集尧分析等袁以发现有意义的关系模式尧趋势尧分布尧聚
类尧预测等遥该过程基本等同于主流的学习分析袁目的
在于通过数据建模与分析来挖掘数据见解袁包括描述
性尧诊断性尧预测性与处方性等分析目标袁具体可以采
用预测尧聚类尧回归等分析方法遥为了支持目标用户对
数据见解的可理解性与可操作性袁需要充分调查数据
故事的业务需求袁 并借鉴相关理论知识来选择变量尧
构建分析模型袁 而非纯粹无目的的数据挖掘探索袁例
如袁在目标用户可理解的教育概念与机器可识别的数
据流之间建立认知联结遥

2. 数据故事化的故事类型
在数据分析中提取的数据见解袁将成为后续数据

叙事的关键输入袁而数据故事的类型化构思是开展数
据叙事设计的前提遥 从数据见解的内容看袁常见的数
据故事类型有趋势尧离群点尧交叉尧分布尧预测尧聚类尧
相关尧回归方程等遥 从数据的叙事意图看袁有启发尧说
服尧论证尧解释尧激励等[24]遥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与讲
述方式袁需要为数据核心见解选择适宜的数据故事体
裁遥 Segel和 Heer曾区分了七种数据故事化的体裁袁
包括杂志样式尧注释型图表尧分区海报尧流程图尧连载
漫画尧演示幻灯片和视频动画[25]遥 例如袁在学习分析中
常见的学习仪表盘袁就属于注释型图表体裁遥

渊二冤数据叙事阶段
在数据探索阶段一旦获得了可信任尧可操作的关

键见解袁 就需要过渡到专注于数据解读的叙事阶段袁
将数据见解转化为更具解释性尧结构化尧场景化尧策展
性的数据叙事形式遥 具体来说袁首先根据故事见解类
型尧意图尧体裁袁使用数据故事创作工具来构筑数据的
叙事模型袁再采用多样化的叙述策略实现数据见解的
策展性编码与编排遥

1. 数据故事化的叙事模型
叙事模型是故事作者采用恰当的叙事结构对基

于核心见解的事理要素进行逻辑组织袁如同文学故事
中对情境尧角色尧事件尧冲突尧结局等事理要素的谋篇
布局袁以形成易于理解尧逻辑清晰尧结构完整的数据故
事线袁为支持目标用户像数据科学家一样解读数据而
开展底层性尧前瞻性尧有意义的价值赋能袁有助于塑造
数据见解的解读框架遥同一个数据故事可以采用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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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模型袁形成多条故事线或多个故事分支来全面地
解读数据袁进而更加充分地释放数据的潜在价值遥数据
故事化的叙事模型包括事理要素及其叙事结构两个部

分遥 Dykes就从导航数据故事中总结了四个紧密耦合
的事理要素[13]袁包括问题渊Problem冤尧目标渊Outcome冤尧指
标渊Measures冤和行动渊Actions冤袁即 POMA遥 构筑要素完
整尧结构完备的数据故事袁才能有效地支持用户从数
据事实中提取相关性强尧可信任尧可理解尧可操作的洞
察力遥 例如袁增加使用某些资源与学生在下周辍学的
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26]袁但这些资源可能
并不会促进学习袁建议学生减少访问曰同样袁棋手水平
可以通过玩家的行动速度来预测[27]袁但是告诉新手快
速移动并不能帮助改进棋艺遥 从 POMA的结构来说袁
这两个案例都可能因为野行动冶事理上的不可操作性
而难以成为一个叙事完整的数据故事袁 用户可能会
无法基于这些数据见解进行有效决策遥 针对不同业
务需求的数据故事袁 可能有着不同的事理要素及结
构遥 例如袁 镜像表征类 渊Mirroring冤尧 预警提醒类
渊Alerting冤尧建议编排类渊Advising冤等教育数据产品在
故事意图尧事理深度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28]遥
为了高效地勾出读者对数据分析与结果的有意义

洞察袁需要合理安排事理要素内部与外部的各种联系袁
构建或选择适合特定情境的叙事结构至关重要遥 在教
育数据故事化领域还缺乏成熟的叙事结构袁 但可以借
鉴叙事学领域的叙事结构研究成果遥 在亚里士多德的
三幕剧传统中袁将叙事设置为开始尧中间和结局三个阶
段[29]遥 德国剧作家 Freytag提出了五步金字塔叙事弧袁
包括情境铺陈尧升级尧高峰尧落幕和解决方案阶段[30]遥 类
似袁Cohn提出了一种可视化叙事结构[31]袁包括建立尧初
始尧延伸尧高峰和释放等阶段遥目前袁已经有一些用于数
据叙事模型构建的工具袁 如 Narratives for Tableau尧
Gapminder尧SketchStory尧Storytelling for DataV尧DataToon
等袁但在开发学习仪表盘尧学业预警系统尧教育智慧大
脑时袁往往需要个性化地构思面向特定需求的具体叙
事模型遥

2. 数据故事化的叙述策略
叙事模型是构思数据故事时宏观性尧作者驱动的

事理关联框架袁 而叙述策略是输出数据故事时微观
性尧读者驱动的前端表征与组织方法遥 直接影响数据
分析推理的主要因素有视觉表征与交互机制袁可以分
别有意义地编码数据信息尧 激活受众的认知活动[32]遥
同样袁数据故事化的叙述策略包括叙述方法与叙述机
制袁同一个数据故事可以采用多个叙述方法或叙述机
制袁 以支持受众个性化地对数据故事进行立体化交

互尧充分性解读袁甚至实现数据的饱和性探索与论证遥
叙述方法是为了策略性地编码数据尧可视化尧叙事要
素等内容细节袁采用如同文学故事中的修辞手法遥 对
于叙述方法重要价值的认识袁 主要源自媒介传播尧文
学修辞等领域的研究发现遥 在心理学上袁把对同一事
物不一样的描述框架会引发不同的理解或决策的现

象称之为框架效应渊Framing Effect冤[33]遥 在符号学尧新
闻学和批评理论中袁特定修辞可以有目的地传达预期
的信息袁表达修辞或说服技巧的细微变化会给用户对
信息的解释带来很大影响遥 麦克卢汉认为野媒介即信
息冶袁 意思是感知媒介或途径对信息接受有决定性的
影响袁通过什么去感知袁最终决定感知到什么 [34]遥 同
样袁数据的组织或表征方式也会对数据解释与应用产
生重要影响[35]遥 更进一步袁Hullman 与 Diakopoulos提
出了可视化叙事修辞理论 渊Narrative Visualization
Rhetoric冤袁分析了组织特征如何影响目标用户的数据
解释袁包括比喻尧对比尧分类尧惯例尧省略尧冗余尧模糊尧
注释尧补充说明尧差异化尧突出尧转喻等叙述方法[36]遥 例
如袁在可视化数据时淡化显示那些量大而不重要的对
象 渊模糊冤袁 使用水银柱来表征学习资源访问活跃度
渊隐喻冤袁数据指标的解释说明置于数据指标旁边渊空
间接近冤袁 使用课程均分作为学业预警系统的比较基
准渊对比冤等遥

针对同一个数据内核袁不同读者在不同情境下可
能会聆听到不一样的数据故事袁 这取决于叙述意图
以及读者的意义建构需求袁叙述机制就是服务于特定
叙述意图的交互方式袁再采用表征编码技术与方法来
完成数据叙事的产品化遥 Riche等人将数据故事的叙
述意图分为论证尧心流尧框架尧移情尧投入五种袁不同意
图应采用适宜的叙述方法袁如在论证意图中可以采用
对比尧具化尧重复尧反问等方法[37]遥 为了实现故事叙述
过程的灵活性袁 有学者总结出了视图转换尧 焦点主
题尧顺序选择等交互机制[37]遥 在故事叙述的过渡机制
上袁McKenna等人总结了导航输入尧控制层次尧导航
进度尧故事布局尧视觉作用尧故事进度和导航反馈七
种交互方式[38]遥

综上所述袁数据故事化包括数据探索尧数据叙事
两个阶段遥 数据探索是为了获得核心见解袁而数据叙
事是为了支持核心见解的分析推理与深度认知曰数
据探索是数据叙事的物质基础袁 而数据叙事的实践
成效也会反过来要求进一步的数据探索遥 不过袁当前
教育数据产品或学习分析系统重点关注数据采集与

指标设计[39]袁注重对数据挖掘结果的聚合展示袁忽视
了师生用户数据理解与决策的支持机制设计 [40]袁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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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轻叙事冶遥可见袁教育数据要素的价值转化研究主
要停留在数据探索阶段袁未来需要加强数据叙事阶段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遥

五尧数据故事化对于教育数据价值转化的
启示意义

随着教育数字化正在向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治理

转型袁致力于数据要素深度开发利用的数据故事化理
论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遥 例如袁将叙事方法用于提高
在线学习投入度[41]袁通过增加关于数据指标的功能叙
述来帮助教师理解与应用数据[42]袁将数据故事化作为
联结学习设计与学习分析的可视化分析新方法[23]袁将
复杂异构的多模态数据组织成有意义的分层型数据

故事[43]遥 在课程预测模型中使用野沙普利加法解释冶
渊Shapely Additive Explanations袁SHAP冤尧野局部可解释
模型认知解释 冶 渊Local Interpretable Model -agnostic
Explanations袁 LIME冤或锚渊Anchors冤袁将叙述方法融入
机器学习算法的使用与解释过程[44]遥 这些研究初步展
现了数据尧可视化与叙事要素的有机整合对于教育数
据价值转化的重要意义袁但其故事类型尧叙事模型尧叙
述策略都比较有限遥面向未来的教育数据价值转化研
究袁数据故事化具有三个重要启示遥

渊一冤数据故事化拓展了支持教育数据价值转化
的设计要素结构

尽管通过数据测量尧采集与分析可以把核心见解
提炼出来袁但纯粹的数据发现经常过于专业尧抽象与
晦涩袁需要被高效地转化为对目标用户可理解尧可操
作的知识见解遥数据故事化主张为非数据专业用户理
解数据提供文本叙述尧说服修辞尧引导支架等叙事方
略袁 尽管数据可视化中或多或少地使用了叙事说明袁
但从来没有像数据故事化这样明确尧系统地凸显叙事
要素与方法的关键作用遥随着教育数据的体量尧类型尧
算法模型日益复杂多变袁 学习者与教育者在教育概
念尧学习问题与大数据之间建立认知关联变得更加困
难袁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呼吁更有效尧系统的数据叙事
要素尧方法与形式遥可以说袁数据故事化的叙事元素与
方法袁为提升教育数据价值转化成效拓展了新的设计
要素结构遥

渊二冤数据故事化厘清了促成教育数据价值转化
的关键设计特征

尽管提供单纯的可视化编码表征袁在理论上可以
帮助用户发现数据中的有意义见解遥 然而袁这种探索
性特征让设计者难以预测师生用户会发现哪些见解尧
怎样理解以及如何使用见解袁师生用户极有可能野迷

失在数据中冶袁 甚至做出不受数据证据支持的理解或
决策遥 例如袁当人们接触与其信仰相冲突的论点时袁他
们经常会抓住含糊不清的地方来构建另一种解释[45]遥
围绕数据见解的故事化设计可以引导用户理解数据

本身尧提炼经过专家赋能的可能见解袁帮助用户准确
定位探索路径尧明确数据内涵尧引导决策路径袁大大压
缩产生误导性结论的不确定空间遥 简单来说袁数据故
事化助力学习分析系统或服务的设计特征从信息性尧
探索性尧自动化向见解性尧解释性尧策展性转变[13]遥 信
息性是指提供满足兴趣或有用的情报袁反映了事物状
态的事实袁而见解性不仅是提供信息袁而且是对事物
之间深刻性尧多样化尧新颖性尧关联性尧整合性的理解遥
解释性展现了叙事要素以人为本的支架性功能特征袁
为数据分析过程尧可视化表征尧分析结果等搭建理解
支架袁而不是让非数据专业用户冒着无法理解与使用
见解的风险袁充当数据分析师的角色遥 策展性是借助
专家知识来收集尧选择尧组织和呈现供人们使用的特定
信息袁 强调数据专家或知识理论对于师生用户的专业
赋能袁使其像专家一样理解与使用数据遥

渊三冤数据故事化推动了教育数据价值转化的设
计事理转向

数据的价值转化并不能直接简化为向师生用户

提供信息的自动化过程袁 还需帮助其制定在教尧 学尧
管尧督尧评尧研尧训等教育需求上有价值的意义与决策遥
研究发现袁精美的交互界面可能并不会促使学习者提
高学习成效袁反而糟糕的用户界面可能带来更好的学
习结果[46]遥 数据价值转化的支持机制需要从人机交互
的野物理冶界面设计向促进意义制定的野事理冶设计转
变遥 柳冠中教授认为袁野物有物理袁事有事理冶袁野事冶是
制约尧影响尧决定野物冶的关系场[47]遥 事理着重考察事物
内部的逻辑关联尧运行机理遥同样袁影响数据理解的不
单单是其表征形式袁围绕数据的角色尧目标尧意义尧需
求尧动机尧矛盾尧行动等事理要素在意义制定与决策制
定上起着关键性作用遥故事化理念主张对抽象的数据
见解进行关联性深描尧情境化再植袁帮助用户推理数
据及其情境之间的逻辑关联遥 可以说袁数据故事的类
型化尧叙事模型尧叙述策略为探索数据价值转化的事
理设计提供了重要概念工具遥

六尧研究展望

数据要素的价值转化过程无法 野独立于思想尧技
术尧系统尧社会与情境而存在冶[48]袁也离不开学习理论尧
设计理论尧数据科学理论的充分融入[49]袁而且在数据
解释及决策时还存在野情境复杂尧不信任尧个性化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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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orytelling: A New Perspective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Data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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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stance Education Colleg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3.E-Commerce School, Jiangxi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anchang Jiangxi 330099)

[Abstract] A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dvances deeper into the data, the extraction of
insights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data elements is no longer the work of analysts, but begins
to rely on teachers and learners in the field of data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However, these users still
have great challenges in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ransformation of data elements.
Data storytelling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exploita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data elements.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components of data
storytelling, focuses on the design reference model of data storytelling, and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data storytelling on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big data.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ata storytelling
is the in-depth design logic of data value transformation, advoc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models and methods, conducting narrative arrangement, contextualized replanting and curatorial
interpretation of abstract data, and supporting non -data professional users' deep percep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data by expanding design elements, clarifying design features and focusing on
design rationales.

[Keywords] Data Storytelling; Value Transformation; Learning Analytics; Data Element; Design
Rationale; Narrative Model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ow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Group
perception in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contains rich and diverse perceptual information, which helps
learners fully perceive the collaborative state of groups/peers, and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xternal
effects of group perception tools is not clear ye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onnotation of
group perception from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group percep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found that group perception tools collect
multimodal collaborative learning data of learners, process the data, and present it to learners in a visual
way, so as to help learners acquire a conscious understanding of collaborative groups/peers state and
promote learners to regul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xternal effects of group perception tool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group perception in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and points ou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roup perception in multimodal display and perceptual monitor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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