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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 AI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入应用，职业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加速演进。学习者画像技术作为个性化教育发展的关键，

本文通过分析在线学习行为数据，洞察学生学习习惯、兴趣及能力，助力精准教学和学习路径定制。有效解决了在实

际应用中所面临数据采集难、算法偏差大、隐私保护及平台集成难等挑战。基于在线学习行为数据的画像技术遵循了

数据采集的全面性、准确性、实时性和隐私保护原则，采用聚类、分类、关联规则挖掘等算法，确保画像精准。该技

术的研究成果将应用于个性化教学、学习评估等领域，为智慧教育生态系统构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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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AI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field is accelerating. As a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learner profiling technology analyzes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 data to gain insights into 

students' learning habits,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thereby facilitating precise teaching and customized 

learning paths. It effectively addresses challenges fac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data collection, significant algorithm biases, privacy protection concerns, and platform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The profiling technology based on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 data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ness, accuracy, real-time nature,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 data collection. It employs 

algorithms such as clustering, class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e 

profil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technology will be applied in areas such as personaliz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educ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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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1]与大数据技术 [2]的迅猛发展，职业教育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这一变革不仅为我国职业教育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过载 [3]与知识迷航现象 [4]日益严重，学生容易在学习过程中迷失

方向，导致学习进程紊乱，效率低下。因此，如何确保每位学习者在虚拟环境中有效吸收知识，保持持久的学习热情，成为职业教育领

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学习者画像作为个性化教育的核心驱动力，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学习者画像能够深入洞察每位学

生的学习习惯、兴趣偏好及能力水平，精准识别其学习风格，有效预测学习表现。这不仅为教师提供了科学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更为

学生量身定制了个性化的学习路径，确保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深入探索并构建基于在线学习行为数据的学习者画像，

对于提升在线教育质量、优化学习体验、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现状

（一）理论基础

用户画像理论 [5]起源于市场营销领域，由阿兰·库珀提出，

后逐渐引入教育领域，形成学习者画像的概念。学习者画像的构

建主要基于三大理论支柱：成人学习理论 [6]、用户画像理论以及

教育心理学 [7]相关理论。

1.成人学习理论：如诺尔斯的 Andragogy理论和塔夫的自

我指导学习理论，强调成人学习者需要自我安排和指导学习的能

力，以及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这些理论为学习者画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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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提供了关于成人学习特点和需求的重要视角。

2.教育心理学理论：关注学习者的认知过程、学习动机和学

习风格。认知过程理论揭示了学习者如何接收、处理和应用信

息；学习动机理论探讨了激发和维持学习者学习动力的因素；学

习风格理论则指出了不同学习者在学习方式上的偏好和差异。这

些理论为学习者画像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心理学依据，有助于更

深入地了解学习者的内心世界，构建出更加精准的学习者画像。

（二）应用实践

学习者画像技术已在个性化教学支持、学习评估与反馈等领

域得到初步应用。一些先进的学习平台和课堂教学工具通过收集

和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成效、学习习惯等数据，构建出

每位学习者的个性化画像。这些画像不仅记录了学习者的基本信

息和学习轨迹，还深入分析了其学习风格、学习动机 [8]和心理 

特征 [9]。

教师在课中和课后通过对学习者画像的分析，可以全面了解

学习者的学习成效和进步情况，为学习评估提供客观、全面的数

据支持。同时，根据画像反馈，教师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

学内容，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这种基于数据的精准

教学模式有效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

满意度。

（三）主要问题

尽管学习者画像技术在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面临

诸多挑战。

1.数据采集艰难。数据来源广泛且格式多样，包括学习平

台、社交媒体、移动设备等，数据质量和完整性难以保证。

2.算法偏差。不同算法适用于不同场景和数据类型，选择不

当可能导致画像结果不准确或存在偏差。

3.数据隐私。涉及大量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如何确保数

据隐私性和安全性成为重要伦理和法律问题。

4.平台集成复杂性。不同平台数据格式、结构和质量差异

大，增加了数据整合与处理的难度。

二、学习者画像构建的原则

为确保基于在线学习行为数据的学习者画像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需遵循以下原则：

（一）学习行为数据的全面性

学习者画像应全面反映学习者的各种特征，包括基本信息

（如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等）、学习行为数据（如学习时长、

学习资源偏好、学习进度等）、学习风格 [10]数据（如认知风格、

学习动机、学习偏好等）以及学习成效数据（如考试成绩、作业

完成情况等）。同时，还需关注学习者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特征，

如学习态度、情绪状态等，以构建出更加全面和立体的学习者

画像。

（二）学习行为数据的准确性

确保收集到的数据准确无误是构建精准学习者画像的基础。

需采取多源数据验证、数据清洗 [11]和预处理等手段，提高数据的

准确性。通过整合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并进行交叉验证 [12]，可以

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同时，对数据进行清洗，去除无效值

和缺失值，并采用合理的插值或删除方法处理缺失数据，以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三）学习行为数据的实时性

学习者的行为和特征在不断变化，因此数据的实时性对于构

建精准学习者画像至关重要。需利用实时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动

态更新画像。通过在线学习平台的行为日志、可穿戴设备 [13]采集

的生理数据等实时数据源，可以实时追踪学习者的学习进度、资

源访问情况和互动讨论等行为，确保画像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四）学习者个人的隐私保护

在构建学习者画像的过程中，隐私保护是核心原则。需严格

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准则，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严格的匿名

化处理，确保学习者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同时，增强透明度，

明确告知学习者画像构建的目的、使用范围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并在取得学习者明确同意的前提下进行数据使用。通过全面保护

学习者的隐私权益，构建安全可信的学习环境。

三、画像构建的方法

（一）整体框架

学习者画像的构建流程包含四个核心阶段：数据收集、数据

处理、特征提取与模型验证。

1.数据收集。从学习管理系统、在线平台等多渠道获取学习

者的全面数据，如登录时间、学习时长、课程完成度、作业提交

及测试成绩等。

2.数据处理。包括数据清洗（去重、剔除无效及缺失值）、

整合（跨平台数据统一）及标准化（消除量纲差异），确保数据

质量。

3.特征提取。根据画像目的选取关键特征， 构建标签体

系 [14]，如学习态度、时间管理、学习效率等，并细化至具体行为

指标。

4.模型验证。通过数据集划分、性能评估指标应用及模型优

化，确保画像模型准确可靠。

（二）数据收集

全面覆盖学习者的在线行为、基本信息、心理特征及学习成

效等多维度数据。利用问卷调查、平台接口、在线测试及可穿戴

设备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的丰富性和代表性。

（三）数据处理

精细化处理是画像准确性的基础。清洗过程剔除杂质，整合

技术统一格式，标准化处理则确保数据可比性。每一步都力求数

据质量最优化，为后续分析打下坚实基础。

（四）维度划分

学习者画像的维度细分为五大部分：基本信息包括了性别、

年龄、年级等背景信息。学习行为包括了记录学习习惯、频率、

进度及资源访问情况。学习风格包括了反映认知风格、动机及偏

好，如视觉型或听觉型学习者。学习成效包括了评估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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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考试成绩、作业完成情况。心理特征包括了探索情绪状态、学

习态度等深层次特征。这些维度共同构成学习者画像的丰富内

容，为个性化教学提供全方位视角。

（五）算法选择

算法的选择直接关乎画像的精准度和效率。常用的算法包

括：聚类算法，如 K-means，用于学习者群体划分。分类算法，

如决策树 [15]、逻辑回归，预测学习者特征或行为。关联规则挖

掘可以发现学习行为间的内在联系。协同过滤可以用于推荐相似

学习资源或伙伴。深度学习，如神经网络，自动学习复杂特征表

示。不同算法适用于不同场景，综合应用以提升画像质量。

（六）模型验证

通过科学划分数据集、严格测试性能指标及针对性优化，确

保模型准确性。数据集的合理划分、多样化的性能评估指标及模

型参数的精细调整，共同构成了模型验证的完整流程。这一过程

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方法论，保障了学习者画像技术的有效性。

四、结语

基于在线学习行为数据的学习者画像技术，正推动职业教育

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该技术不仅为个性化教学、智能推

荐及精准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在职业培训、终身学习等领域

展现出巨大潜力。随着大数据与 AI技术的不断进步，学习者画像

的构建将更加智能、精细，为构建智慧教育生态系统贡献力量。

这不仅是教育个性化的关键一步，更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培养

未来人才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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