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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感计算技术开始在教育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本文探讨了如何通过情感计算技术分析

学生的学习情绪，以改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为目标。文章首先概述情感计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然后介绍了一种基于面部表情识别和语音分析的方法来捕捉学生的情绪变化。通过实验验证，该方法能够有效识别学

生在不同学习任务下的情绪状态，进而为个性化教学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最后，文章探讨了情感计算技术在教育应

用中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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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motional	 computing	 technology	began	 to	

show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analyze	students	‘learning	

emotions	 through	emo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first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emo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then	 introduces	 a	method	 based	 o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speech	 analysis	 to	 capture	 students'	 emotional	 changes.	 Through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emotional	states	of	students	under	different	learning	

tasks,	and	 the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emo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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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教育活动中，学生的情感状态在学习效率、动力以及最终的学术成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研究显示，积极的情绪有助于提高认

知能力、增强记忆和集中注意力，而负面情绪则可能抑制这些认知过程，导致注意力涣散和信息处理能力的下降 [2-4]。然而，传统的教

学方法和评估模式往往忽略了学生情感对学习的影响，主要关注知识传递和智力发展的结果，而非学习过程中情绪的体验 [5]。

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情感计算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将这些创新技术应用于教育，从而更全面和动态地掌

握学生的学习状态。情感计算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旨在通过技术手段识别、解释和反映人类的情感 [6]。其核心在于使用传感器

和先进算法，分析如面部表情、声音语调和生理信号等多样数据，以推测个体的情绪状况。这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视角，以

更好地理解学生在学习期间的情感变化。

将情感计算技术应用于教育，有助于实现个性化的教学和情境感知学习环境的构建 [7]。教师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情绪状态，并根据

即时反馈调整教学策略，从而提升课堂效率和学生的整体学习体验 [8-10]。例如，当系统发现大多数学生表现出困惑或挫折时，教师可以

迅速调整授课内容或方式，以确保学生能够跟上教学进度并保持积极的学习心态。

此外，这项技术还可以提升在线教育和远程学习中的互动质量。在这些情况下，教师通常无法及时察觉学生的情感变化，而情感计

算系统能够提供实时情绪分析，通过界面的反馈，使教师能在虚拟环境中更加精准地进行互动和指导。因此，情感计算不仅优化了传统

课堂的教学方式，也丰富了在线教育的手段与方法。

尽管情感计算在教育中的应用显示出广阔前景，但在实现过程中依然面临多种挑战。例如，如何在不干扰学生正常学习的情况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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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模态学生情绪识别方法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结合面部表情识别与语音分析的多模态情

绪识别系统，旨在全面捕捉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变化。

该系统旨在通过科学手段实时监测和分析学生的情绪状态，以

协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并提升教育效果。系统的主要步骤

如下：

(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阶段是情绪识别的基础，主要利用高清摄像头和高

质量麦克风进行实时录制。在课堂上，摄像头能够捕捉到每位学

生的面部表情变化，包括眉毛和嘴角的微小运动。同时，麦克风

记录学生的语音数据，包括语调、重音和语速等特征。这一阶段

的数据采集至关重要，它为后续的情感分析提供了准确和可靠的

基础。

(2) 特征提取

系统通过深度学习模型自动识别面部特征，从而提取不同情

绪所对应的面部表情特征。同时，语音分析工具会提取与情感相

关的语音特征，比如音量、语速和声调，这些特征能够反映学生

的情感状态。这种结合面部表情和语音的多模态特征提取方式，

使得情感动态能被更全面地捕捉。

(3) 情绪分类

提取的面部和语音特征会被输入到一个经过充分训练的情绪

分类模型中。该模型采用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算法来识别情绪状

态。例如，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特征向量来判断学生的情绪是快

乐、困惑还是焦虑。分类结果为教师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帮

助他们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变化。

(4) 结果反馈

系统根据情绪分类结果生成详细的反馈报告，报告不仅包含

每位学生的情感状态，还通过可视化方式展示情绪变化趋势。教

师和学生可以利用这些反馈信息进行及时的调整。教师可根据反

馈调整讲授内容、教学节奏和方法，学生则可以反思自己的情感

状态如何影响学习，进而更好地控制学习进程。

（一）面部表情提取

面部表情识别主要依赖于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s），特别是像 ResNet 或 VGG 这样的预

训练模型。这些模型能够从输入图像中自动提取特征，识别微表

情及面部肌肉的变化。

首先，系统通过摄像头获取实时视频流，并将其分解为多帧

图像。接着，使用 OpenCV 库进行面部检测，裁剪出面部区域，

然后将这些图像输入到预训练的 CNN 中提取特征向量，特征通常

表示面部肌肉的不同运动。CNN 通过其多层结构进行特征提取，

低层检测边缘和角点，而高层则负责识别复杂的表情信息。

（二）语音特征提取

语 音 特 征 提 取 采 用 梅 尔 频 率 倒 谱 系 数（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 MFCCs）及深度学习技术，如循环神经网

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s）。

首先，系统通过麦克风获取连贯的语音数据。然后，利用

MFCC 将语音信号转换为一组参数，这些参数便于分析声音的频

谱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再结合长短时记忆网络（Long Short-

Term Memory, LSTM）等深度学习模型进行建模，以捕捉语音

信号中的情绪特征。MFCC 模拟了人类对声音的感知，而 LSTM

则有效处理时序数据中的长程依赖性，帮助模型理解语音中的情

感信息。

（三）学生情绪分类

(1) 融合策略

通过多模态融合策略，将面部特征和语音特征结合，输入到

融合神经网络（例如多层感知器），以提高情绪识别的准确性。

(2) 分类过程

融合特征向量输入多层感知器后，经过一系列激活函数处

理，输出类别概率分布，最后通过 Softmax 层得出学生的情绪

状态。

(3) 结果与反馈

实时分析结果会被集成进用户界面，生成可视化报告，以帮

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二、基于学生情绪的教学调整策略

在现代教育环境中，教师的关注点不仅限于学生的学术表

现，还应深入到他们的情绪状况。学生的情感状态直接影响他们

的学习动机、参与度和最终的学习成果。因此，在对学生情绪进

行分类后，教师有必要根据这些情绪状态调整教学策略，以优化

学习体验并提升教学效果。

确识别其情感状态，以及如何在隐私保护和数据应用之间找到平衡。此外，情感识别的准确性依赖于大量高质量数据集的训练，而这些

数据的采集通常复杂且费时。同时，不同文化背景和个体差异可能导致情感表达的多样性，这要求系统具备良好的适应性和泛化能力。

因此，需要在技术研发、数据采集、伦理考量以及教育实践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创新。跨学科的协作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

关键。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者和伦理专家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建立一个既具有技术先进性又符合教育伦理的情感计算应用

框架。

情感计算技术在教育领域虽然仍然处在发展的初期，但其潜力不容低估。通过这一技术，教育者能够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即结合

情感分析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教育。这样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体验，也推动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创新，为实现更加包容、公平

和可持续的教育目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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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表现出积极情绪的学生，例如快乐和兴奋，教师

可以采用更多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和讨论活动。积极的情绪通常表

明学生对学习内容感到兴奋和兴趣高涨，这是一种增强学习动机

的良好时机。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小组讨论、

项目式学习或探究性学习。这些活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参与意

识，还能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例如，教师可以设计一些需要团

队合作的任务，促使学生在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强彼此之间

的互动，进而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其次，当教师识别到学生表现出焦虑、困惑或无聊等消极情

绪时，必须采取更温和和支持性的教学策略。这些消极情绪可能

源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理解的障碍或对学习材料的不适应。因此，

教师应及时识别学生的困难，通过一对一辅导、提供额外学习资

源或适时的学习建议，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教师也可以调整教学

节奏，适当地减轻学习负担，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消

化和理解知识，以此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例如，教师可以通过

设定更灵活的作业截止日期或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来帮助学生

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还应充分利用情感反馈机制，及时识别

和响应学生的情绪变化。如果某位学生在特定时段表现出沮丧或

兴趣减退，教师应立即进行干预，主动询问他们面临的具体问

题，并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通过引入一些游戏或互动环节，

教师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调整情绪，激发他们重新投入学习的热

情，这种积极的课堂氛围有助于促成更好的学习成果。

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学生的情感数据进行教学方法的长期

优化。通过分析学生在不同课程和活动中的情绪反馈，教师能够

识别出最适合不同情绪状态的教学方法。这一过程中的数据分析

可以为教师在未来的教学中提供实用的依据，使他们能够更有针

对性地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以充分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

总的来说，教师在学生情绪分类之后，应灵活调整教学策

略，并因材施教。关注和理解学生的情绪状态，使教师能够为学

生营造出更加积极和舒适的学习环境。这样的实践不仅提升了教

育质量，还能显著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最终促进他们的全面发

展。通过情绪与教学的结合，教师可以在教育过程中发挥更为积

极的作用，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

三、结论

通过云计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这项

技术不仅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还能为教师提供实时调

整教学方法和内容的能力，从而实现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情感计

算技术通过捕捉和分析学生的情感状态，帮助教师了解每位学生

的具体需求和反馈，这为实施更加精准和适应性强的教学策略提

供了可能。

展望未来，随着算法的不断优化和感知设备的日益普及，情

感计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更高效的情感识

别模型和更先进的数据处理算法将使得情感计算的准确性和实时

性不断提高，从而增强教师对学生情感变化的感知和应对能力。

教育者与技术开发者之间的合作将是实现这一潜力的关键。通过

跨学科的合作，可以将情感计算技术与教育实践有机结合，促进

教育的智能化和个性化发展。

实施情感计算技术的教育改革，将使学生受益于更加丰富和

个性化的学习经历。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情感反馈来调整教学内

容和进度，使每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能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还能增强他们在学习

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参与感。

与此同时，情感计算技术的应用将重构传统师生互动模式，

建立一种新型的教育关系。在这种互动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

授者，更是情感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这一模式促进了学习过程的

适应性和响应性，使得一种更为灵活和动态的学习环境得以形

成。学生在这种氛围中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要，从

而进一步深化他们的学习体验。

总之，情感计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

推动教育方式的变革，提升教育质量和效果。通过技术的有效应

用，我们有望实现更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促进每个学生

的全面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和机会的均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

术的不断进步，情感计算必将在教育领域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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