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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学校园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校园网络产生和存储了数量庞大的与大学生活动相关的

数据。通过采集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等多渠道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采用问题干预算法，及

时精准的预判和发现学生可能出现的生活、学习、心理、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对症下药，有助于

提升高校学生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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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university campus informatization, the campus network 

has generated and stored a huge amount of data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By collecting 

data from multiple channels of students' study and life at school, assiting big data technology, using problem 

intervention algorithms, timely and accurate prejudge and discover the problems that students may have in 

life,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though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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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获取数据方

式得到了普及，数据的价值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高校

“智慧校园”建设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发挥网络与大数据的高

效、便捷优势，注重“用数据说话、用

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并以此为手段提供一种环境全面感知，

数据化、网络化、协作型一体化和个性

化的教学管理和生活服务。在高校各类

工作中，学生管理服务工作头绪多、难

度大，传统的教育管理形式效率低。管

理服务工作的质量不仅影响学校人才

培养计划的实施，也影响学生的身心健

康以及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形象，可见学

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将大数

据分析技术应用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当中，通过信息化平台和各类信息终端

感知、采集、提取、处理、整合学生在

校期间学习、生活、社交的各类原始数

据，对学生综合状况进行数学建模，

选取设定在各个维度的状态参数，设

置阈值，提供预警机制，以期推动精

准化指导和个性化服务为特色的学生

管理工作。 

1 研究要素 

利用大数据对学生工作进行分析必

须厘清几个要素。首先是数据资源，我

们需要有大量的数据资源，才能为后期

的统计、判断和定性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要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等多渠

道数据进行采集，这些数据包括静态数

据和动态数据，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

数据。其次是对数据进行处理，提升数

据质量，规范数据形式，挖掘数据中的

价值。数据清洗是提升数据质量的重要

途径，按照数据共享平台的统一数据标

准与数据定义范式将不同类型和格式的

数据进行转换。为不同的数据源设置不

同的数据清洗方式，利用条件校验、过

滤、去除重复记录，对空值进行处理，

排除无效数据。 后是算法设计，根据

所采集的样本数据通过对以往出现的问

题和积累因素之间的潜在关系进行数学

建模，确立算法，对学生的个体情况进

行预判和评估，从而为学生管理工作的

开展提供行动指南和重要的参考。通过

学生在校状态大数据分析，能比较客观、

全面和动态的反映学生群体状态和共

性；用大数据分析得到的“学生画像”，

能较准确的察觉个体的特性和存在的不

足，为个体提供个性化、定制式的精准

管理服务，从而提升了管理服务育人的

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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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源的选型 

我们把目前某高校数字校园网的

各类动态数据流及静态数据库进行采

集，根据其数据类型的差异对数据进行

归类。数据可以分为基础类、学习类、

生活类三个大类。基础类数据主要是描

述学生个体的基础属性和基本情况。例

如：学号、姓名、性别、班级、出生年

月、家庭情况等。学习类数据主要记录

学生的学习情况的相关数据。例如：学

分、课时、出勤率、成绩等。生活类数

据主要记录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情况。

例如：消费数据、勤工助学数据、宿舍

进出数据、网络社交数据、心理健康数

据等。在大数据分析中数据的质量直接

会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在

获取到以上三大类数据后对相关数据进

行数据清洗是十分有必要的。数据清洗

是指通过运用分箱法、聚类法、回归法

等方法对数据中冗余、重复、不一致数

据，无效值和缺失值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的过程。对无效值和缺失值数据一般

处理方法是忽略或手工填入，做估算填

充、样例删除、变量删除或成对删除处

理；对于重复数据，一般通过对比记录

关键属性值或聚类计算距离，对相等、

相似的记录进行合并清除；对存在语义

冲突的不一致数据，可定义完整性约束，

进行数据关联分析，发现更正并保持数

据一致。 

3 学生问题干预算法 

在处理过的格式化数据源的基础

上，我们需要对所采集的一系列数据开

展分析。通过对所采集的数据种类对比

分析发现，有一部分数据类别是较为普

遍的数据类型，我们称之为一般类数据，

例如：学生上网时长、学生出勤情况等

这些行为对学生不构成重大影响。还有

一部分数据类别是零容忍出现的数据类

型，我们称之为关键类数据，例如：学

生心理问题等这些异常需要及时干预较

为重要。由于学生的预警与否除了与当

前的数据相关之外，还与该学生过去的

数据有关，因此这是一个序列预测的问

题，考虑利用深度学习中长短期记忆神

经网络(LSTM)模型对学生数据进行拟

合、预测。 

由于关键数据是零容忍数据，因此

一旦任何一个关键类数据超出预警值，

则表示我们需要对该学生进行适当的干

预，否则还需要结合一般类数据进行综

合判断。具体算法设计如下： 

将清洗后的关键类数据进行处理，

如果任何一个关键类数据大于预警值，

则表示需要对该学生进行适当的干预，

算法结束。 

即： ∃ ≥ ，则干预，其中 为

关键类的数据，I为预警值。 

若所有关键类数据都小于预警值，

则将关键类数据和一般类数据综合计算

来判断。具体算法流程如下： 

（1）数据归一化将所有数据进行归

一化处理至[0,1]区间，以降低数据分布

变化差异太大带来的影响。 = ( )max −min( )  

公式中， 为每一个学生数据，max 为所有数据中 大的数据，min( ) 为所有数据中 小的数据。 

（2）数据向量化。将归一化后的学

生一般和关键类数据及标签进行向量化

处理，形成1个n维数据向量和1个n维的

标签向量，同时对标签向量进行One-Hot

编码。 

向量化后的n维标签数据： = ( 1 , ……, ( )) , ,为每一个

学生的数据 

向量化后的n维标签数据： = (0,0,0,0……, 1)，向量中0代表

不需要预警干预，1代表需要预警干预。 

（3）数据拆分。将向量化的数据和

标签进行拆分，拆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

其中训练集用来模型训练，测试集用来

模型验证。拆分比例可以根据实际数据

量的大小进行设定和调整。 

（4）模型搭建。搭建LSTM模型，其

中，隐藏层有若干个神经元，输出层2

个神经元（需要预警和不需要预警），输

入变量是向量化的训练数据，损失函数

采用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优化算法采用自适应矩

估计 (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 

Adam)，模型迭代（epochs）若干次。 

针对学生的每一项数据，存在一个

模型状态值和上一个单元的输出值，每

个输出状态值可以用公式表示： h +1 = ( , , ℎ ) 
其中，f为LSTM模型。 

为了使得输出状态非线性化，使用

tanh(h)函数激活输出值，其中tanh(h)

函数为： 

tanh  (h) = −ℎ − eh−ℎ + eh
 

其中，h为状态输出值，即学生需要

干预或不需要干预的One-Hot状态。 

（5）模型训练。将训练集数据和标

签输入模型中训练，训练过程中，记录

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损失，并在完成训练

后绘制损失图，观察模型的状态。 

（6）准确率计算。利用模型预测的

结果计算准确率。将测试集加载进模型，

利用训练好的模型进行预测，将预测结

果与测试中的结果进行比对，计算预测

结果的准确率。计算方式如下： 

准确率 = 预测结果正确数

测试数据总数
∗ 100%

 

（7）模型调优。根据计算出来的正

确率调整步骤4中神经网络模型的神经

元个数、模型迭代次数等参数，同时可

以考虑更换损失函数、优化器算法等，

以调整LSTM模型内部神经网络的权重系

数，提高模型的正确率。 

（8）数据预测。模型训练好后，将

学生的数据向量化后输入模型，根据预

测出来的结果状态值，判断是否需要对

学生进行干预处理。 

此外，可以利用预测数据与真实数

据来反馈给模型，让模型自适应调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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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参数，以提高模型的准确率。 

在实际的学生管理工作中面临的问

题多种多样，这就需要发挥能动性改进

学校学生管理大数据的个性化算法。我

们还可以根据某项数据特征的重要性进

行权重加大处理，如果学生管理部门认

为某项数据特征较为重要就可以根据其

重要性加大该项的权重。同理，也可以

灵活的对特征值进行单项综合分析，例

如对贫困生的判定可以辅助筛选真正贫

困的学生进行帮扶，对学生就业能力的

判定可以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就业指

导等。 

4 结语 

本文旨在通过数据分析对症下药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管理服务，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学生管理工作纷繁复

杂面临的问题也较为繁杂，探索大数

据技术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

用，有助于辅助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改

革提高效率，促进高校管理服务水平

的有效提升。大数据技术在学生管理、

学生服务工作中的应用能够改变传统

的感性判断、人为决策、被动统计的

局面。总之，在校生管理服务大数据

一体化平台，为高校治理现代化，尤

其是学生管理服务的精准化能够提供

有力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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