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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部师范专业认证的背景下，课程需要用“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三大基本理念进行评价与
改革，在这三大理念下进行数据挖掘，分析课程是否达到了认证要求。采用数值分析、分类分析、关联分析等方法对“自

然地理学”课程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三个系列进行数据挖掘，结果表明：数据挖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清

晰体现了“自然地理学”课程在师范专业认证三大理念上的表现，也挖掘出“产出导向”理念方面缺少能力目标的达成、

“学生中心”理念方面学生对课程效果评价不高等问题。能力目标的达成是接下来课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可以通过加

强挑战性学习来实现能力目标的达成；而要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并提高学习效果，课堂与测试的难度不宜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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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评价是指通过对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达成
度、教师传授知识的情况、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等

方面进行检验和判断，从而提出课程的改革与改

进方案，对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１］。目前的课程评价在多元化与数据化

方面显得极为不足，随着教育部师范专业认证的

开展，人才培养的要求产生了变化，在新背景下对

课程评价的改革显得尤为必要。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数据挖掘与分析已是评价分析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目前在教育教学领域已有大量研

究［２－３］，通过对数据背后所隐藏信息加以分析，可

以为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支持和依据［４－６］。

本文以“自然地理学”课程为例，介绍该课程实施

过程中的数据挖掘方法与结果，可作为师范专业

认证的评价参考，为后期课程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和参考。

１　课程数据挖掘
１．１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指从数据库的大量数据中揭示出

隐含的、先前未知的、有潜在价值信息的过程，主

要有数据准备、规律寻找和规律表示三个步

骤［７］。数据挖掘与分析已被大量地应用于互联

网领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给教育学领域注

入了新的活力［８］。教育数据挖掘类似于量化评

价，可以把复杂的教育现象和课程现象转化为数

量变化，进而根据数量分析与比较推断出评价对

象的成效［９］。从大量课程信息中调取、跟踪、分

析、总结出具有潜在价值的数据和知识，有助于完

善教育评价工作。师范专业认证着重关注课程的

评价改革，通过数据挖掘可重新分析课程，构建出

基于师范专业认证的评价指标体系，指导今后的

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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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挖掘方法
在数据挖掘应用领域，主要有四种分析方式：

分类分析、关联分析、聚类分析、数值分析［１０］。一

些无规则的、零散的数据中隐含了分布规律与特

点，可使用这四种分析方式解析数据，透析现象背

后的本质［１１－１２］。本研究分析方法如下：

（１）数值分析
对数据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性描

述，包括数据的集中趋势与离散趋势，统计样本

量、最大值、最小值、算术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

等。在计算多目标权重时使用了ＡＨＰ层次法。
（２）分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将错综复杂的众多变

量聚合成少数几个独立的公共因子，反映原来众

多变量的主要信息［１３］。

（３）关联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皮尔逊相关法（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简称 ＰＣＣ）进行相关性分析，定
量衡量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该方法在教育数据

挖掘中被广泛应用［１４－１５］。

（４）聚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法，该算法具有准

确度高、可解释性强的特点［１６］。

１．３　课程数据来源
课程数据来自线上与线下统计，线上数据通过

“超星学习通”等软件获取，线下数据则通过考试

后统计获取。线上数据类型较多，包括各种学习过

程记录数据，如登录次数、资料浏览次数，以及课程

作业、章节测试等成绩数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等信息化手段应用广泛，课后作业、课程课件、章节

测试、教学视频等数据记录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具

有数据挖掘的价值。本研究所涉及到的“自然地理

学”课程在２０２０学年使用“超星学习通”软件进行
线上辅助教学，具体数据如表１所示吧。

表１　“自然地理学”课程的数据内容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来源

线上数据

课堂测试得分 学习通后台

章节测试得分 学习通后台

学生评分 问卷调查

线上登录次数ａ 学习通后台

相关资料浏览率ａ 学习通后台

教学视频播放率ａ 学习通后台

拓展视频播放率ａ 学习通后台

论坛提问留言量ａ 学习通后台

线下数据 期末考试得分 试卷统计

　　注：ａ过程数据

２　面向师范专业认证的数据挖掘
２．１　师范专业认证的理念

“师范专业认证”指的是由专门的认证机构

与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评价机构，根据一定的

标准对某所学校的具体专业进行评估。我国高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始于 ２０１６年，作为一种新型举
措，为教师职前培养提出了新的标准，对增加专业

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激励高校加强师范类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具有积极

意义［１７］。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作为

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三大基本理念，对我国师范类

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学

生中心”理念下，师范类专业的建设应坚持学生

发展、学生学习、学习效果三者的中心地位，强调

专业建设要体现以生为本，坚持把学生培养作为

专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１８］。“产出导向”理念

强调师范类专业的评价应关注师范生的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而非知识掌握的系统性与深刻性，这改

变了以往培养中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１８］。“持续

改进”理念要求通过认证的专业需确立可持续建

设、动态发展的理念。师范专业认证的三大理念

是当前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宏观准则，“倒逼”

师范专业回归培养人的“初心”［１９］。

２．２　数据挖掘的系列
本研究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和“持续改

进”三大理念的视角开展课程的数据挖掘工作，

具体如表２所示。
（１）面向“产出导向”的数据挖掘系列
“产出导向”理念要求课程从“输入知识”转

向“产出成果”，以学生培养结果为评价对象，评

价的主要内容是课程目标达成度。一般采用量

化评价手段，适合开展数据挖掘工作。数据挖

掘的内容是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而非传统考试

的成绩，主要通过软件计算人员通过率，采用数

值分析法。此外，还需要挖掘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的影响因素，采用分类分析与关联分析法。

（２）面向“学生中心”的数据挖掘系列
“学生中心”理念包括：“以促进学生终身发

展为中心、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为中心、以提高

学生学习效果为中心”三个层面的含义，需要进

行数据挖掘的是“学生主动学习”与“提高学习

效果”两个方面。其中“学生主动学习”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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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的兴趣，可以用线上“过程得分”来表示，

即网站登录次数、相关资料浏览率、教学视频播

放量、拓展视频播放量、论坛提问留言量、签到

率等；而“提高学习效果”是指提高学生对课程

的理解程度与兴趣程度，而不能将其等同为考

试分数，主要通过学生对课程的评分得出，数据

来源于后期的问卷调查。

（３）面向“持续改进”的数据挖掘系列
“持续改进”理念指的是课程评价要体现出

从“结论”转向“发展”，要体现出改进的具体措施

与效果，该理念下的数据挖掘工作是对课程近几

年的数据结果进行对比。

表２　面向师范专业认证的数据挖掘系列

系列 数据挖掘方法 主要应用

面向“产出导向”
数值分析 分析课程目标达成度

分类分析、关联分析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影响因素

面向“学生中心”
数值分析 分析学生主动学习与学习效果

关联分析、聚类分析 学生主动学习与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

面向“持续改进” 数值分析 分析改进效果

３　面向师范专业认证的数据挖掘应用
本研究的数据挖掘以南宁师范大学“自然地

理学”课程为例说明如何开展数据挖掘，评价课

程是否达到了认证要求，什么因素导致没有达到

认证要求。南宁师范大学的“自然地理学”课程

在２０２０年开始按照师范专业认证进行改进，课程
目标按照认证理念进行设置，包括价值目标、认知

目标、能力目标，目标与毕业要求高度关联。课程

近两年采用了线上辅助教学，产生了课程数据，适

合开展课程数据挖掘工作。

３．１　面向“产出导向”的挖掘过程与结果
（１）数值分析
首先分析“自然地理学”课程的目标达成度，

对２８４人的达成度进行数值分析，采用合格率描
述结果，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而课程目标的综
合达成度根据 ３个课程目标共同评价，３个目标
全部合格才算该课程目标达成，具体如图１所示。
共有２０１人课程目标全部合格，计算目标达成度
结果为０．７１。

表３　“产出导向”理念下的“自然地理学”课程达成情况

课程目标 目标要求 达成情况

认知目标 认识自然地理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影响和联系 ２３０人合格，达成度０．８１

能力目标１ 能对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地理现象、地理过程作简要分析 ２４４人合格，达成度０．８６

能力目标２ 能结合实例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２１３人合格，达成度０．７５

图１　“自然地理学”的课程产出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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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因子分析
为了更准确挖掘出数据信息，本研究引入了

学习行为做辅助，更全面地分析课程目标达成度

的关联指标。选取较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表

征学习行为，分别是线上登录次数、相关资料浏览

率、教学视频播放量、拓展视频播放量、课堂测试得

分、章节测试得分等６组数据，再以这６组数据做
因子分析。由于６组数据单位不一致，分析前进行
归一化处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ＫＭＯ检验值为

０．６６９（＞０．６），样本Ｂａｒ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
Ｐ值＜０．０１，说明了变量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可
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４所示，
４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达９９．２５％，表明４个因
子能够代表４组有区分度的学习行为。

根据学习行为的相关文献［２０］并结合因子分

析结果，将４组因子匹配为４种学习行为，分别是
挑战行为、专注行为、参与行为、坚持行为，具体解

释如表５所示。

表４　“自然地理学”课程数据的因子成分矩阵表

数据名称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课堂测试得分 ０．０４６ ０．９９３ ０．０１１ ０．１３

章节测试得分 ０．６０１ ０．０７７ ０．１１ ０．１６１

线上登录次数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１ １．１８３ ０．４２９

相关资料浏览率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６ ０．４８１ １．８１５

教学视频播放量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９ ０．３５８ ０．９０７

拓展视频播放量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１ ０．２５２ ０．８２５

表５　“自然地理学”课程的学习行为表示

学习行为 行为意义 表示因子 成分公式

挑战行为
要求更高的认知挑战，参与问

题解决、研究性学习
因子１

Ｆ１＝０．０４６×课堂测试＋０．６０１×章节测试＋０．０５８×线上登录次数＋０．０５５×

相关资料浏览率＋０．０８５×教学视频播放量＋０．０２６×拓展视频播放量

专注行为
不受外界干扰，将注意力保持

在听讲、学习和任务上
因子２

Ｆ２＝０．９９３×课堂测试＋０．０７７×章节测试＋０．０１１×线上登录次数＋０．０７６×

相关资料浏览率＋０．０５９×教学视频播放量＋０．０５１×拓展视频播放量

参与行为
学生投入课程的基本时间与

精力
因子３

Ｆ３＝０．０１１×课堂测试＋０．１１×章节测试＋１．１８３×线上登录次数＋０．４８１×相

关资料浏览率＋０．３５８×教学视频播放量＋０．２５２×拓展视频播放量

坚持行为
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比他人

学习更长时间，付出更多
因子４

Ｆ４＝０．１３×课堂测试＋０．１６１×章节测试＋０．４２９×线上登录次数＋１．８１５×相

关资料浏览率＋０．９０７×教学视频播放量＋０．８２５×拓展视频播放量

　　（３）关联分析
对２８４人的３个课程目标（得分情况）与４条

学习行为进行关联分析，找出关联点，相关性结果

如图２所示。其中认定相关系数大于０．３者为关
联性强，结果如图３所示。结果显示：第一，认知
目标的达成度与学习参与行为和坚持行为高度相

关，即与投入课程的精力和学习时长相关；第二，

能力目标①的达成度与学习专注行为与挑战行为
高度相关，即与认真听课和研究性学习相关；第

三，能力目标②缺少相应的学习行为关联，仅与挑
战行为有较弱的相关，这也导致能力目标②的达
成度不高，因此未来期望改进该部分，增加对能力

目标②的培养。
图２　“自然地理学”的“课程产出”与学习行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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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自然地理学”课程目标达成度关联模型（表
示Ｐ值小于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３．２　面向“学生中心”的挖掘过程与结果
（１）数值分析
根据“学生中心”的理念，对２８４人的学习过

程进行数据挖掘，首先是线上过程得分的数值分

析，计算过程在软件内进行。具体方式为：线上登

录次数满２０次得２０分，相关资料浏览率１００％得
２０分，教学视频播放率 １００％得 ２０分，拓展视频
播放率１００％得２０分，有论坛留言２条以上得２０
分，结果如图 ４所示。“自然地理学”课程在“学
生主动学习”层面表现较好，得分 ０．８２６。在“提
高学习效果”层面表现不佳，学生评分不高，得分

０．６８３，主要反映问题为内容难。最终得到“学生
中心”结果为０．７５４。

图４　“自然地理学”的“学生中心”计算模型

（２）关联分析
本研究引入前文的４条学习行为为辅助进行

“学生中心”的关联分析，相关性结果如图 ５所
示。其中认定相关系数大于 ０．３者为关联性强，
并进行关联图绘制，结果如图６所示。数据显示：
第一，过程得分与参与行为、坚持行为、挑战行为

都高度相关，特别是挑战行为，这说明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高主要是为了完成挑战测试，这会让学生

更频繁地浏览学习资料。第二，学生评分只与专

注行为相关性高，说明学生听课效果越好越认可

该课程。但挑战行为与学生评分相关性不高，说

明学生即使积极参与了挑战测试依然觉得效果不

好，这可能跟测试题目太难有关。

图５　“自然地理学”的“学生中心”理念与学习行为相

关性

图６　“自然地理学”课程的“学生中心”关联模型

３．３　面向“持续改进”的挖掘过程与结果
２０２０年“自然地理学”课程基于师范专业认

证理念实施改进后，在课程目标设置上，已按照培

养计划与毕业要求重新确定了课程目标，每个课

程目标都与培养计划高度关联。２０２０年通过“超
星学习通”建立起了线上学习系统，课程团队在

２０２２年的教学中融入了更多的线上内容，将课后
作业、章节测试、教学视频布置在线上，并尝试

“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２０２２年“自然地理学”课程的目标达成度有显著
的提升，每项子目标（认知目标、能力目标１、能力
目标２）都有提升，具体如表６所示。

根据２０２１年与 ２０２２年数据的对比，课程在
“学生主动学习”方面有少量提升，说明学习兴趣

有所增加。但“提高学习效果”方面有略微降低，

学生的评课分数有所下降，说明课程的学习效果

并没有提高，是“持续改进”的薄弱地方，也是接

下来课程实施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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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自然地理学”课程近两年的评价结果对比

改进指标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持续改进效果

目标达成度 ０．６８ ０．７１ 授课目标更加明确，并改进了授课方法，达成度有显著提升。

学生主动学习 ０．８１８ ０．８２６ 学习兴趣少量提高。

提高学习效果 ０．７０１ ０．６８３ 评分略微减少，说明学习效果并没有提高，需要改进，增加引导。

４　数据挖掘对师范类课程改革的启示
４．１　加强“挑战性学习”可以提高课程“能力目

标达成”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的课程改革主要集中在

增加实践与能力培养方面［２１］，能力目标的达成是

课程“产出导向”的重点。从本文“自然地理学”

课程实践来看，能力目标的达成度并不高，特别是

在问题的深度分析方面（能力目标２）分数很低。
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原因，发现很多学习行为对该

能力目标的达成不起作用，４种学习行为（参与行
为、坚持行为、专注行为、挑战行为）与能力目标２
（结合实例分析）的关联性都达不到 ０．３，相关性
不高。这说明该课程缺少匹配能力目标达成的行

为手段，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在认识目标上的达成。

无论学生的用功程度如何，在该能力方面的表现

都不理想。这并非是学生学习能力的问题，而是

课程与教学方式存在问题，也是传统教学一直存

在的问题。在能力目标达成方面靠传统的讲授—

接受式教学方法没有明显效果，即使是课程实行

了数字化也效果甚微，需要在教学上进行调整。

调整方式依然可从数据中挖掘分析。从本文

课程数据关联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能力目标 ２
的达成度只与挑战行为有一定关联，虽然没有达

到高相关性的０．３，但 ０．２９的相关性也说明能力
目标２的达成可以通过一定的挑战性学习来实
现。挑战性学习是指对更高认知的挑战，需要参

与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该行为要求教师从深度

分析问题的角度设计章节测试、课程作业等，减少

目前以知识考察为主的题目。类似的教学方式是

“深度教学”［２２］，该方式要求教学基于真实情景

问题、高质量问题、思辨思维培养等方面进行设

计［２３］。因此，在今后的师范类课程改革中，在课

程设计环节多加入高阶思维、问题解决等方面的

内容，课程实施时做到“深度教学”，这样才能达

到课程的能力目标，提高课程质量。

４．２　在“学生中心”理念下提高学习效果需要平
衡课堂与测试难度

本文用学生评分代替期末成绩来表示学习效

果，其中学生评分用的是一套量化评分表，学生根

据课程收获感进行评分。从近两年“自然地理

学”课程评分来看，学生对课程的评分并没有提

升，反而有所下降，说明课程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

学生的学习体验。

围绕“学生中心”继续挖掘课程数据，找出影

响学生学习体验的原因。首先依据挖掘结果，挑战

测试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会更频繁地

浏览学习资料，提高学习兴趣。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挑战测试题目太难，学生即使积极参与了挑战

测试，依然会觉得效果不好，降低课程评分。其次，

专注行为与学生评分相关性能达到０．３以上，说明
课程评分的降低与专注行为下降有关，而专注行为

指的是课堂集中学习的效果。课堂集中学习效果

下降可能是由课程难度增加造成的，这一点上在学

生的意见反馈中也得到印证。主要原因是在师范

认证背景下，新培养方案增加了新的课程要求，需

要学生花费更长的时间学习，学生觉得课程变难，

感觉到不适应。由此看出，以“学生中心”的理念

提高学习效果可以通过增加挑战测试来实现，但测

试难度不宜过大，并且基础的课堂内容难度也不宜

过大，这样才能增加学生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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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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