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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赋予了精准教学新的内涵和使命。文章首先通过将大数据技术与精准教学进行整合，

对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进行了诠释；然后，文章以教学活动实施的一般流程为依据，提出了大数据驱动的精

准教学操作框架；接着，文章从教学大数据采集和教学大数据分析两个方面，剖析了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实

施路径；最后，文章围绕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的未来发展，提出既要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又要开展基于大

数据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文章聚焦于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操作框架和实施路径研究，可为精准教学的深入开

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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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一词释义为非常准确、精确。近年来，“精准”被不断应用于人类的各项活动，并

已成为诸多领域关注的热点，如应用于商业领域的“精准营销”、应用于政府工作领域的“精准

扶贫”和应用于医学领域的“精准医疗”等。与上述领域不同的是，将“精准”应用于教育教

学领域中所形成的“精准教学”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 Lindsley

就将“精准”一词首次引入教育教学领域，提出了“Precision Teaching”的概念[1]。精准教学的

初衷在于通过精确测量学习过程，来追踪学生的学习表现，并进行科学、精确的教学决策。精

准教学的优势在于能对各类教学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能与各种教学策略兼容，故一经提出便受

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与青睐[2]。然而，由于操作比较繁琐、记录过程复杂、缺乏统一测量标准

等原因，精准教学的推广遭遇阻碍，逐渐失去了活力。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

和互联网数据呈几何级增长，教育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如果将大数据技术引入精准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框架中，并对精准教学的内容和流程进行扩展、重组，在继续保持其精准教学评估功

能的基础上，突出精准教学设计、精准教学干预和精准教学决策功能，将有可能重新激发出精

准教学的活力，并满足研究者和实践者对教育教学更加科学化、精确化的追求。 

一 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释义 

Lindsley 倡导的精准教学是基于 Skinner 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而提出来的，他援引了 Skinner

理论中“反应率”和“累积反应记录”这两个概念，认为评估学习有效性的最佳检测指标是学

生的行为表现[3]。而对行为表现的评估主要从准确率和速度两个方面来加以考量，故精准教学使

用流畅度（Fluency）来衡量学生的学业发展情况。流畅度包括准确率和速度两个维度，具体涉

及五个方面的内容：持久性、耐久性、稳定性、应用性和生成性[4]。Lindsley[5]将精准教学定义

为根据标准变速图表上学生持续的自我监控表现频率的变化而形成的教育决策。另有一些学者

从教学评价层面对精准教学进行了定义，如 White[6]认为精准教学并不具体阐释怎样教、教什么，

而是一种可以对任何教学策略和课程进行系统评价的方法。West 等[7]也提出精准教学不是一种



Vol.29 No.1 2019                                                                         

32 

教学方法，而是一种精准、系统地评价教学策略和课程的方法。除了继续关注测评功能和教学

决策功能，近几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将精准教学研究扩展到教学活动全过程。 

精准教学在应用推广中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数据的采集和记录过程十分繁琐。大数据技术的

出现，为精准教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数据的内涵一般包括三个方面：①数据量巨大、来

源广泛、数据类型多样；②需要全新的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③能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

挖掘出价值[8]。教育教学领域中的大数据主要包括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数据、学生的行为

数据和结果数据等。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全面推进与普及，各类数字化学习平台和各种

新的数字化学习技术如雨后春笋般得以应用和推广[9]。数字化学习技术的普及化应用和数字化学

习活动的常态化引入，为教育大数据的生成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伴随着各类教学数据的不断

累积和海量增长，大数据技术为构建新的教学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赋予了精准教学新

的活力。 

综上所述，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是指以大数据技术为手段，在精准分析学生学业现状的

基础上，对教学目标进行精准定位、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准定制、对教学活动进行精准设计、对

学生学习表现进行精准评价进而做出精准教学决策，使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可量化、可监测、

可调控。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的前提，是海量的教学大数据——这些教学大数据由教与学各

环节所产生的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等多种类型的数据集构成，是系统对学生过程性、

即时性学习行为与表现的记录。而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的核心是精准学习分析，具体包括学

习数据的精准挖掘、学习表现的精准评价和基于学习数据的精准教学干预[10]。 

二 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操作框架 

要实施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框架作为理论指导；而操作

框架的建立，应以教学活动实施的一般流程为依据，即设定教学目标→组织与传递教学内容→

设计学习活动→对学习结果进行测评与反馈。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操

作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操作框架 

1 精准教学目标设定 

精准教学目标设定是指在综合考虑学生学习现状和学习偏好的基础上，为不同学生精确设

定不同的结果预期[11]。其中，“精”是指精细，即对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或技能程度必须有一个

精细的解释和描述[12]；“准”是指相关性和匹配性，即设置的教学目标必须与学生的学习现状、

学习风格和学习需求密切相关且高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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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教学目标的设定，实质上是在学习者特征与教学预期之间建立一种准确的映射关系，

步骤如下：第一步，对教学目标进行细化和量化。第二步，对已有学生的教学大数据进行分析，

提取并构建包括学生初始能力(已有知识和技能基础)、认知结构、认知风格、学习动机、学习

态度等多维特征在内的单个学习者模型，对影响教学目标实现的关键学习者特征进行分析；同

时，建立细化的学习者特征与教学目标维度的一一映射关系，并依据学习偏好来匹配教学目标

的差异化设计要素，设定与学习者特征高度匹配的教学目标。 

2 精准教学内容推送 

精准教学内容推送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获取所需教学内容的一种机制，意为根据学习者特

征，主动为学生推送适合其学习需要的教学内容。通过建立学习者模型来记录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信息，是实现精准教学内容定制的前提。目前，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内容推送途径主要有

三种：①基于内容的推送，是指依据学生与教学内容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行内容匹配，同样需要

建立学习者特征与教学内容特征相映射的二元关系，并对两者进行相似度计算，将相似度高的

教学内容推送给学生；②基于用户的协同推送，需要建立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联，并利用这种

关联特性建立教学内容与学生群体的匹配关系，为相似学生推荐相同的教学内容[13]；③基于关

联规则的推送，是指建立不同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根据相关性强弱和因果关系，将符合条件

的教学内容推荐给学生。 

3 精准学习活动设计 

精准学习活动设计要以学习者特征为出发点，活动目标设计应具体、明确且具有多元性和

层级性。在具体设计精准学习活动时，应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偏好、互动偏好、学习支持及活

动组织等因素。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学习活动设计遵循以下步骤：差异检测→动态分组→并列教

学→差异教学。其中，差异检测是指通过大数据测量、辨识学生的差异，包括学生自身发展方

面的差异如多元智能、学习兴趣等，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如学习风格、思维方式等[14]；动态

分组是指按照学习活动与教学内容性质，根据学习者特征差异进行同质化分组和异质化分组；

并列教学是指针对学生的共性需求，实施一致化的教学活动；差异教学则指在并列教学之后，

根据学生的学习现状和个性化学习需求，实施差异化的教学并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4 学习行为记录与测评 

在大数据时代，已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化手段和工具可以用来精准记录课堂中学生的学习行

为和表现，如在课堂教学环境中可以采用试卷、量表、调查问卷等自报告方式和人工观察、计

数器、投票器、图表绘制工具（如传统精准教学中采用的标准变速图表）等方法，来获取学生

参与行为、互动行为、学习结果、学习态度、学习动机等方面的数据；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可以

通过数据挖掘和日志分析等手段，来获取学生的访问信息、浏览行为、互动行为、评价行为、

作业提交行为等方面的数据[15]。这些采集来的学生学习行为大数据，经过严格的数理分析与逻

辑建构，可以全面、精细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过程全貌，为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作出精准评

价提供了方便。此外，还可以采用概念图、散点图、雷达图、交互图、帕累托图、控制图等，

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过程进行呈现，使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过程更加可视化。 

5 精准决策与干预 

精准决策与干预是精准教学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指教师在记录与测评学生学习表现的

基础上，深入挖掘、分析学生在各个维度的历史学习表现数据，获取其学习行为的潜在规律和



Vol.29 No.1 2019                                                                         

34 

特点，发现其学习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问题与缺陷；同时，立足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特点和学习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不断完善、优化后续的教学过程。

借助大数据技术，教师只需掌握基础的软件操作技能和数据分析技能，就能明晰教学各要素之

间的真实联系，精准化识别学生个体及群体的学习状态、存在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

学决策和干预不仅更精准，而且更高效。 

三 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实施路径 

以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操作框架为理论指导，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应同时考虑教学大数据采集和教学大数据分析。兼顾这两个方面，实施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

需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大数据采集模式，并遵循教学大数据一体化分析流程。 

1 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大数据采集模式 

目前，能够被准确记录的教学大数据主要来源于在线教学平台，线下数据的采集由于采集

难度大、采集量小等原因而一直被忽视。就实施精准教学的需求而言，目前所能采集的数据在

数量、质量、类型上，都有待进一步扩展。既要完善现有的在线教学数据采集手段，又要突破

线下教学数据采集难的瓶颈，最终实现线上、线下教学数据的有效整合，唯有建立线上与线下

融合的教学大数据采集机制，才能真正从源头上满足精准教学对大数据容量的需求。为此，本

研究构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大数据采集模式，如图 2 所示。在该模式中，教学大数据的

生成主体是教师和学生，生成环境包括线上环境和线下环境，通过主体与环境的交互生成各类

数据（包括个体数据、群体数据、课程数据和区域数据等）。 

主体

教师

学生

环境

线上环境

线下环境

数据

个体数据

课程数据

群体
数据

区域
数据

 
图 2  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大数据采集模式 图 3  教学大数据一体化分析流程 

具体来说，线上教学大数据的采集依托在线学习平台，主要应用以下采集技术：①在线学

习平台后台管理技术，主要用于从关系型数据库中提取各种在线学习行为数据；②网络日志采

集技术，主要用于采集在线学习系统运维日志与用户日志等数据；③网络爬虫采集技术，主要

用于采集大规模全网信息、学习者在线留言与评论数据等[16]。 

近年来以智慧教室为代表的智慧学习环境建设发展迅速，为破解线下教学大数据采集难的

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智慧学习环境是一种能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

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学习成果，以促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

学习场所或活动空间[17]。在教学大数据的采集上，智慧学习环境能通过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件、

眼动跟踪等感知设备或技术，获取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参与度、学习投入度、课堂互动、知

识摄取甚至情感状态等的详细情况。以可穿戴设备为例，可穿戴式传感器可随时随地感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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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和周围的环境变化，在不干扰学生个体的情况下自动获取其生理数据和学习行为数据，由

此全方位追踪学生的学习过程，实时提供多维度的数据来源，对线上教学大数据进行有效补充。 

2 遵循教学大数据一体化分析流程 

目前，教学大数据分析技术已通过嵌入网络教学系统或智能教学平台等方式被初步应用于

部分教学环节中。这些大数据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对教师的精准化教学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其

不足在于未能从教学活动全过程视角形成全方位、一体化的分析流程。为此，本研究设计了包

含技术、方法和应用三个层次的教学大数据一体化分析流程，如图 3 所示。 

①技术层是基础，涉及统计分析、数据挖掘、量化自我、话语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信息

可视化等技术。其中，统计分析技术主要是对学生与学习系统之间的交互数据进行普适性统计

指标分析；数据挖掘技术被用来在没有明确假设的前提下，去寻找隐藏在学生学习数据中存在

的潜在关系和规律[18]；量化自我技术是指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关物质摄入、当前状态和身心

表现等方面的数据进行获取并分析[19]；话语分析技术主要是对在线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交流文本

和话语进行分析，以精确了解学生的知识建构过程；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主要是对学生互动网络

结构进行分析；信息可视化技术则指以可视化的方式，向教师或学生呈现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 

②方法层是手段和中介，包括学习者建模、学习结果诊断、学习路径规划和学习者画像等。

其中，学习者建模是指根据学生的相关数据构建其知识模型和经验模型；学习结果诊断是指对

学生的学习结果数据通过诊断操作，来判断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并对未达成的原因进行分析；

学习路径规划是指根据学习风格、行为偏好等因素，来规划最符合学生需求的学习路径[20]；而

学习者画像是指整合学生的特征数据源和行为数据源，构建立体化、具象化的学习行为模型[21]。 

③应用层是对外输出，主要负责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对外应用。应用层不仅包括行为分析、

在线决策和预测分析等可直接作用于具体教学的手段，还包括基于这些手段扩展而成的自适应

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形态——这两种形态是教学大数据分析的最终应用形态。借助前文所述多种

教学大数据技术和方法的应用，最终为学生提供与他们自身个性化学习特征和学习需求相匹配

的个性化教学服务，并通过创设自适应学习环境和个性化学习环境，为学生的精准化、个性化

发展提供全面支持。 

四 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发展建议 

精准教学作为大数据环境下新的教学样态，已在逐步渗透并影响教育教学。在不久的将来，

大数据必将成为新型教学生态的核心标签。为了迎接大数据驱动精准教学时代的到来，教育工

作者需对现有的教学生态进行变革，变任务导向为数据导向，变经验驱动为数据驱动，既要大

力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又要大力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1 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 

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数据素养，教师才有可能充分发现并挖掘出教学大数据中潜在的信息和

隐藏的教学价值，利用教学大数据来分析与解读学生的学习状态，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并有

效使用教学大数据来进行教学决策。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教师的数据素养呢？本研究认为可从

以下方面着手：①让教师明确数据的概念和数据之于教学的重要性，了解数据是如何影响和作

用于教学的。②设立教师数据素养资格认证机制，把对数据素养的考评纳入教师的专业能力评

测体系中，制定不同学科、不同教学阶段的教师数据素养标准[22]。③建立职前、职后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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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数据素养培训机制——职前阶段培训应该开设专门的数据素养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处理、

分析和解释普适性数据的能力，为学生日后使用大数据技术对非结构性教学数据进行分析和处

理奠定基础；职后阶段培训主要让教师充分理解和认识教学大数据的价值，掌握教学大数据采

集、分析、解读和应用的方法与技巧，将数据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与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深度整

合，使用数据来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23]。 

2 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①推进基于大数据的教学走向常态化：一方面，要鼓励教师利用教学大数据，有针对性地

设计、组织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实时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表现，轻松

自如地开展自我导向的学习；另一方面，要为师生营造一种大数据驱动的教与学氛围，实现目

标、内容、活动、评价、资源、环境等诸多要素设计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推动大数据驱动教学

走向常态化[24]。 

②全面优化教学评价方式：要积极推动教学评价方式从结果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转变，重

点关注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行为的评价；将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了解学生怎样

思考问题、怎样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学生是否得出了正确答案。此外，传统方式难以测

评的学生学习指标（如问题解决、合作、创新等能力指标和好奇心、毅力、耐力等情感态度指

标）经过大数据技术量化后，也应纳入教学评价范畴中，使教学评价更全面、更具体且更精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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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Operational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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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rival of big data era endows precision teaching with new connotation and mission. Firstly, this paper 

integrated big data technology with precision teaching and interpreted the big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Then, 

based on the general process of teaching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the operational framework for big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was put forward. Subsequently, the implement approach of the big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was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of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teaching big data. Finally, centreing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eachers’ data literacy needed to be 

improved,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based on big data required to be performed. The paper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f operational framework and implement approach of big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which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n-depth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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