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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数据的价值。目前已有很多先进数据处理技术应用

于教育行业，其中数据挖掘对高校教务管理的研究受到广泛学者的关注。介绍了数据挖掘基本概念、数

据挖掘实施步骤以及国际公认的经典数据挖掘算法，探讨了对于数据挖掘中分类算法、聚类算法以及关

联分析在教务管理方面的应用，并阐述了对数据挖掘技术在教务管理方面应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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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 数 据 驱 动 的 时 代，数 据 是 非 常 宝 贵 的 资 产。数

据挖掘的核心 是 挖 掘 数 据 的 商 业 价 值，在 大 量 数 据 中 通 过

算法找到隐藏 在 背 后 的 关 键 规 律 用 以 制 定 相 关 决 策、指 导

相关业务工 作。因 此 无 论 工 作 还 是 生 活 中 的 各 种 决 策，因

为有了数 据 挖 掘 的 结 果 而 变 得 更 加 省 时、省 力 精 准 有 效。
随着高校将先进信息技术应 用 在 教 务 管 理 的 探 索 性 实 践 发

展，教务管理不仅可以规范 高 校 相 关 管 理 工 作，还 可 以 在 一

定程度上提高教学质量。教 务 管 理 系 统 可 以 说 是 高 校 中 具

有最丰富且最 大 规 模 数 据 的 系 统，利 用 数 据 挖 掘 相 关 技 术

获取教务管理 数 据 中 潜 在 的 信 息，对 高 校 的 发 展 起 着 至 关

重要的作用。

１　数据挖掘

１．１　概述

根据相关学 者 对 数 据 挖 掘 的 定 义，数 据 挖 掘 可 称 为 知

识发现，它是在大量、随机、不 完 全、模 糊 的 实 际 应 用 数 据 中

提取有价值、潜在有 用 知 识 的 处 理 过 程［１－２］。它 更 是 一 种 强

大的人工智能 工 具，通 过 分 析 数 据 库 中 多 角 度 多 维 度 的 数

据以发现有价值信息，并分 类 汇 总 数 据 之 间 的 关 系，运 用 此

结果帮助制定和改进决策。

１．２　步骤

数据挖掘过程包括以下 步 骤：①数 据 获 取，即 根 据 已 有

需求有针对性地在数据源 获 取 相 关 数 据；②数 据 预 处 理，即

规范格式、清 洗 数 据、集 成 数 据 以 进 一 步 提 高 数 据 质 量；③
模型建立及优化，即选择和 应 用 各 种 数 据 挖 掘 模 型，并 进 行

优化，以便得到更好的分类 结 果，此 过 程 也 可 以 视 为 选 择 合

适的算法；④数据挖掘，即对 经 过 处 理 的 数 据 使 用 选 择 好 的

模型进行数据挖掘，以获取 有 价 值 的 规 律 或 知 识；⑤知 识 展

现，即对数据挖掘的结果分 析 并 评 估，一 般 最 后 会 进 行 可 视

化展示［１－２］。

１．３　常用方法

国际权威学 术 组 织Ｔｈｅ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ＩＣＤＭ）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香港评选出了数据

挖掘领域的十 大 经 典 算 法：Ｃ４．５，Ｋ－Ｍｅａｎｓ，ＳＶＭ，Ａｐｒｉｏ－
ｒｉ，ＥＭ，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ＫＮＮ， Ｎａｉｖｅ　Ｂａｙｅｓ，

ＣＡＲＴ。根据主要用途可将上述十大经典算法分为分类、聚

类、关联分析以及链接分析４类，以 下 就 教 务 管 理 方 面 常 用

的挖掘算法进行阐述。
分类是基于 未 知 类 别 数 据 的 特 征 或 属 性，将 其 归 类 为

已有类别。常用的分类算法有朴素贝叶斯以及 决 策 树（Ｃ４．
５，ＣＡＲＴ）。朴素贝 叶 斯 在 概 率 论 原 理 指 导 下，基 于 贝 叶 斯

定理与特征条 件 独 立 假 设，对 于 待 分 类 项 求 解 在 此 项 出 现

的条件下各个 类 别 出 现 的 概 率，将 要 分 类 的 项 目 分 类 为 具

有最高计算 概 率 的 类 别［５］。决 策 树 又 称 判 断 树，它 是 一 种

以树形数据结 构 来 展 示 决 策 规 则 和 分 类 结 果 的 模 型，作 为

一种归纳 学 习 算 法，其 重 点 是 将 看 似 无 序、杂 乱 的 已 知 实

例，通过某种技 术 手 段 将 它 们 转 化 成 可 以 预 测 未 知 实 例 的

树状模型［６－７］。
聚类分析就是在未知的 情 况 下 根 据 数 据 样 本 之 间 一 定

的相似度将其 划 分 为 若 干 个 不 相 区 间，然 后 根 据 与 已 有 数

据样本区间的相似度来归类待划分数据［４］。其中，ｋ均值聚

类算法（Ｋ－Ｍｅａｎｓ）比 较 经 典，在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中，对 于 给 定

的样本集，根据样本之间的距离将样本集划分为ｋ个类。
关联分析是 找 大 量 数 据 集 存 在 的 关 联 性 或 相 关 性，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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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事物中某些属性同时出现的规律和规则，其中，Ａｐｒｉｏｒｉ是

经典的关联规则算法。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通过挖掘频繁项集来揭

示对象之间的 关 联 关 系，其 中 频 繁 项 集 是 指 经 常 出 现 在 一

起的对象集合，关 联 规 则 隐 含 着 对 象 之 间 可 能 存 在 很 强 的

关系。

２　数据挖掘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２．１　分类算法在教务管理中的应用

通过朴素贝 叶 斯 分 类 算 法 监 测 学 生 考 试 成 绩，分 析 学

生考试成绩 变 化 趋 势［５］。此 外，将 教 务 管 理 中 学 生 的 平 时

成绩和试卷成 绩 以 及 具 体 成 绩 细 节 作 为 数 据 挖 掘 对 象，使

用决策树算法 进 行 分 类 分 析，挖 掘 影 响 学 生 综 合 成 绩 的 重

要因素，以及这些因 素 与 综 合 成 绩 之 前 的 正 负 关 系［６－７］。基

于此，不仅为教务管理者制 定 教 学 计 划 提 供 了 科 学 依 据，而

且还可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高效率学习。

２．２　聚类算法

对教务管理中学生对教 师 教 学 测 评 结 果 和 教 师 授 课 信

息进行聚类分析，挖掘教师 教 学 水 平 评 价 的 关 键 影 响 因 素，
分析学生就 相 关 课 程 对 教 师 教 学 质 量 关 注 的 重 要 指 标［４］。
基于此分析，一方面教师可 以 有 针 对 性 地 调 整 授 课 侧 重 点，
提高教师教学 水 平；另 一 方 面 可 以 作 为 衡 量 教 师 教 学 质 量

以及教师绩效 考 核 的 重 要 量 化 参 考 依 据，进 而 促 进 高 校 教

师的团队管理。

２．３　关联分析

对教务管理积累的历史 选 课 数 据 以 及 已 经 取 得 的 成 绩

为对象进行关 联 分 析，针 对 学 生 的 选 课 倾 向 与 学 习 课 程 后

掌握情况、考试成绩等信息，挖 掘 课 程 之 间 相 关 性 和 课 程 与

成绩之间相 关 性 等 有 用 信 息 构 建 相 关 模 型［３］。基 于 此，可

以实现个性化 课 程 推 荐，为 后 续 学 生 有 针 对 性 地 调 整 培 养

方案提供科 学 依 据，进 一 步 完 成 个 性 化 人 才 培 养 目 标。此

外，可为以后课程具体内容 设 计 方 面 提 供 细 节 参 考，帮 助 教

师有的放矢地准备授课内容，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３　对数据挖掘技术在教务管理中应用的思考

３．１　应用范围需要扩展

目前数据挖掘对教务管 理 方 面 的 应 用 研 究 大 多 是 针 对

学生选课以及 成 绩 方 面，而 教 务 管 理 的 业 务 范 围 并 不 仅 于

此，还包括招 生、学 籍、科 研、毕 业、就 业 等 多 方 面。只 有 将

数据挖掘技术 全 面 应 用 于 教 务 管 理 各 个 方 面，才 能 更 加 充

分地完善教务管理系统，提 高 教 务 管 理 水 平。此 外，还 可 以

为教学中自动问答功能以及 个 性 化 推 荐 功 能 提 供 基 础 性 支

持。所以，研究数 据 挖 掘 算 法，探 索 合 适 的 挖 掘 模 型，以 处

理教务各业务方面数据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３．２　数据安全需要引起重视

在应用数据 挖 掘 处 理 教 务 相 关 数 据 的 过 程 中，处 理 的

数据主体主要 来 自 教 务 系 统 数 据 库，数 据 源 头 包 含 学 生 和

老师的个人 隐 私 信 息。针 对 个 人 信 息 安 全 保 护 问 题，国 家

明确规定了相关法律条文 并 发 布 实 施。所 以 在 获 取 教 务 管

理数据时，应 该 尽 量 避 免 敏 感 数 据。如 果 研 究 中 不 可 避 免

需要一些隐私 数 据，则 需 要 对 数 据 采 取 匿 名 化 或 去 标 识 化

等保密措施。将 高 度 关 注 个 人 信 息 的 敏 感 性，防 止 个 人 隐

私泄露，防止对个人安全造成威胁作为对待数据的原则。

３．３　加强对教务系统的完善

大多学者通过对教务某 业 务 方 面 的 数 据 采 用 数 据 挖 掘

技术进行试验 分 析，最 后 根 据 实 验 结 果 获 取 数 据 与 业 务 相

关的规律，用以 支 持 制 定 教 务 管 理 相 关 决 策 或 提 升 教 学 水

平。然而，研究的最终目标 不 能 局 限 于 此，应 该 在 相 关 研 究

成果的基础上，结 合 教 务 系 统 实 际 使 用 情 况 对 其 功 能 进 行

升级完善，将研 究 结 果 转 化 为 教 务 系 统 中 相 应 的 功 能 模 块

或是辅助教务 管 理 的 功 能 模 块，由 此 使 得 数 据 挖 掘 针 对 教

务管理的应用成果能更加直观地呈现于实际管理工作中。

４　结语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高 校 教 务 管 理 系 统 不 断 升 级、功 能

不断完善、业务不断规范，教 务 管 理 方 面 的 信 息 数 据 量 也 不

断增加。如何正确科学使用 教 务 管 理 方 面 的 数 据 是 每 所 高

校管理者甚至 是 高 层 必 须 深 思 的 问 题，因 为 这 决 定 着 学 校

如何优化教 学 资 源、标 准 化 教 学 管 理、提 升 教 学 水 平，甚 至

决定着整个教育行业的发 展 走 向。数 据 挖 掘 技 术 为 在 纷 繁

复杂的海量教 务 管 理 数 据 中 挖 掘 知 识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工 具，
虽然已经有一 些 学 者 就 此 方 面 进 行 了 研 究，但 是 数 据 挖 掘

并没有在高校 教 务 管 理 方 面 得 到 广 泛 应 用，因 此 仍 有 较 大

的发展和创新空间，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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