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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课堂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逐步革新传统教育模式，为师生提供了更加

高效、互动且个性化的学习环境。随着智慧课堂的不断发展，大量教学活动数据被系统地收集和

存储，这为教育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提供了宝贵资源。本文首先探讨了智慧课堂在现代教育中的

重要性，随后深入分析了数据挖掘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并构建了基于智慧课堂的教育大

数据挖掘模型。最后，基于西南政法大学的调查数据，本文对智慧课堂的数据进行了挖掘和分析，

揭示了学生学习行为的特点、教学资源的利用情况及教学效果评价的相关规律，为进一步提升智

慧课堂的教学效果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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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DataMiningAnalysis andApplication of SmartClassroom: Based
on Data fro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Hao GAO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Science & Law
Abstract Smart classroom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are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They provid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a more effi-
cient, interactive,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smart classrooms continue to develop,
a large amount of teaching activity data is collected and stored, offering abundant resources for the
mining and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big data.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smart class-
rooms in modern education. It then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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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study constructs an educational big data mining
model based on smart classrooms. Finally, the article explores and analyzes smart classroom data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by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learning behavior, the utiliz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relevant
patterns i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in smart classrooms.
Keywords Education Big Data; Smart Classroom;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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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也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开展终身数字教育”，并从基础设施、数字资源、教学变革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十四五”期间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国

内外关于教育数据挖掘与分析的研究已经从概念和理念层面，逐步走向建模分析与实际应用层

面，并且从教育决策、教育质量监测等宏观应用逐渐深化到学校教学、学生学习等微观层面的应

用。通过利用教育数据挖掘技术对课堂教学中的大数据进行系统分析，能够为技术支持下的教学

创新提供建议与支持，正逐渐成为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科学力量。智慧课堂作为智慧教育的核心

应用，不仅是教育大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前沿领域，面向智慧课堂进行教育大数据的开发与应用，

基于常态化的应用数据开展智慧课堂数据挖掘分析的实证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教育信息化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其

重要技术特点包括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基本特征为开放、共享、交互和协作。

教育信息化旨在推动教育现代化，并通过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

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革，推动了教育改革。作为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信息

化在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与效益、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深远意义，是

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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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互联网 +”思维及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构建，支持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的智能高效课堂。智慧课堂代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其核心内涵包括五个方面：依据建构主义进行智慧课堂

的理论设计；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理想的智慧学习环境；借助新技术解决课堂互动、即时评

价、资源推送等传统教学中的难题；基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和常态化应用实施智慧教学；通过智

慧的教与学，促进学习者的意义建构与自主发展。

（三）教育大数据

教育大数据是指在教育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其他数据。教育大数据

是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开发与应用包括数据的采集、导入、预处理、分析、计算、可

视化及应用等全流程。教育大数据可根据业务来源、技术场景、数据结构化程度、产生环节和层

级等多种维度进行分类。每个教育利益相关者既是教育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教育数据的消费者。

在教学、教育管理、科研、校园生活等各种教育活动中，所产生的数据构成了教育大数据的主要

内容。

（四）教育数据挖掘

教育数据挖掘是综合运用统计学、机器学习算法和数据挖掘技术，对教育大数据进行处理和

分析。通过建模，教育数据挖掘能够发现学生学习结果与学习内容、学习资源、教学行为等变量

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趋势。

三、智慧课堂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性

智慧课堂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为师生提供更加高

效、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智慧课堂将在未来教育发展

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提升教学效果

智慧课堂通过集成先进的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能够实时监控和分析

学生的学习行为。这不仅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还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

能力，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例如，智能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和测试成绩，自动

推荐适合其学习水平的练习题和视频讲解，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此外，智慧课堂

还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学生创造更加生动直观的学习环境，使
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可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二）促进教育公平

传统的教育资源分配往往受到地域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教育水平差

异较大。智慧课堂的推广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通过网络平台，优质教学资源可以跨越地理限

制，实现共享。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学生，都可以访问到同样的高质量课程，享受到平等的教

育机会。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教育差距，还能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同时，智慧课堂还能为有

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定制化的教学支持，如为视障学生提供语音识别和朗读功能，为听障学生提

供手语翻译服务，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平等条件下接受教育。

（三）增强互动与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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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通过多媒体技术和互动工具，如在线问答、即时反馈和小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课

堂教学形式。这些互动方式不仅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还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学生可

以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随时提问，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问题即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此

外，智慧课堂还可以通过游戏化学习，将知识点融入游戏中，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从而提高学

习的动力和效果。

（四）培养创新能力

智慧课堂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通过项目式学习和翻转课堂

等教学模式，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学习新知识，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

科学实验课上，学生可以利用虚拟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这不仅安全环保，还可以多次重复实验

过程，深入理解科学原理。此外，智慧课堂还通过编程、机器人设计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

（五）优化教育管理

智慧课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功能，可以帮助教育管理者更好地理解教学活动效果，优化教学

资源的配置。通过对学生学习数据的分析，学校可以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调整教学计

划和策略。同时，智慧课堂还为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的机会，通过数据分析帮助教师了解自己的

教学风格和效果，提供个性化的培训和指导。此外，智慧课堂还可以简化行政工作流程，如在线

考勤和电子成绩单，减少纸质材料的使用，提高工作效率。

（六）适应未来教育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未来的教育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和终身学习。智慧课堂以其灵

活的教学方式和丰富的资源，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一趋势。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和背景群体

的学习需求，还可以提供持续的学习支持和服务。例如，成年人可以通过智慧课堂提升职业技能

或培养兴趣，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它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

四、数据挖掘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

智慧课堂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为师生提供更加高

效、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数据挖掘技术将在教育

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一）个性化教学

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学习习惯、兴趣爱好等数据，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

教学建议。通过对学生学习数据的深入挖掘，教师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从

而制定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和策略，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种个性化教学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二）教学资源优化

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帮助教育机构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通过对教学资源的使用情况和效果

进行数据分析，教育机构可以评估教学资源的质量和有效性，并据此进行资源的调整和优化。例

如，通过分析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成绩，教育机构可以评估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

习能力，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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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评估与预测

数据挖掘技术可以用于评估和预测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学习行为。通过对学生历史学习数据

的分析，可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表现和发展趋势，为教师提供预警信息，使其能够及时采取干

预措施和提供指导。同时，数据挖掘技术还可以用于学生流失预测，帮助教育机构及时采取措施

留住学生，提升学生的留存率。

（四）教育政策与决策支持

数据挖掘技术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深入分析教育数据，可以发现

教育领域的规律和趋势，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例如，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

的教育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揭示教育资源的分布差异和教学质量的差距，从而制定更加公

平合理的教育政策。

（五）教育管理智能化

数据挖掘技术还推动了教育管理的智能化。通过构建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平台，教

育管理者可以全面管理和实时监控学生、教师、教学资源等信息。同时，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

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潜在问题和风险，为教育管理提供预警和决策支持。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管

理的效率和水平，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六）教育创新与发展

数据挖掘技术为教育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深入挖掘教育数据中的潜在

信息和价值，可以发现新的教育规律和趋势，为教育创新提供灵感和动力。同时，数据挖掘技术

还可以与其他新兴技术相结合，如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进一步推动教育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五、基于智慧课堂的教育大数据挖掘模型构建

智慧课堂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教学信息在载体、传递、呈现、接收、应

用、存储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促使课堂教学流程与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这一过程

中，基于教与学的各种行为，产生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教学大数据。通过对这些海量数据的挖掘

与分析，可以为把握智慧课堂教学的规律，进一步改进教学与学习活动提供数据支撑。智慧课堂

全过程、常态化应用所产生的数据，覆盖了包括教师、学生、管理者在内的多方主体，涵盖了课

前、课中、课后各个环节的多维数据。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大数据详细描述了教与学行为的过程，

提供了教学系统运行状态和结果的全貌，为分析和改进教育教学过程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基

于智慧课堂全方位、多维度的数据，利用教育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建模、分析和处理，有助于深入

理解课堂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决策，支持开展学情分析、把握学生的学习行为、改进教师

的教学方法以及优化学习过程，最终实现基于数据驱动的教育。

（一）学习行为影响分析模型

学习行为影响分析模型是一种研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及其对学习成效影响的模

型。该模型基于行为科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分析外部变量、个人认知信念、行为意愿以及实际行

为之间的关系，揭示学习行为与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和预测学习环境中的学

习行为，还能发现潜在的学习问题，制定个性化的教学干预措施，为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重

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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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课堂中，学生的诸多学习与互动行为都被记录下来，通过行为影响分析模型可以研究

这些行为对学业结果的具体影响。学业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学生主观行为因素、客观因素及环境策

略因素等。主观行为因素是指由学生自主触发的行为，客观因素是指学生被动触发的行为，而环

境策略因素则是由学校、班级等环境产生的影响。通过行为影响分析模型找出影响学习的关键因

素，从而能够针对性地引导学习者，最终达到促进学习的目的。通过选择学生的行为指标数据，

进行数据处理并建立模型，运用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综合分析不同方

法所得的结果，得出对学生成绩有显著影响的关键指标。

（二）学习行为路径分析模型

学习行为路径分析模型是一种用于研究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轨迹及其对学习结果影

响的数据分析工具。通过分析学习者在特定学习环境中的行为数据，该模型揭示了学习者如何与

学习内容、资源和工具进行交互，以及这些交互如何影响学习效果。它能够帮助教育者更好地了

解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特征和学习需求，从而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

习成效。

学习者的学习行为通常具有时序性，通过对特定时间段内学习行为的可视化，可以揭示某一

群体学生在学习行为上的一致性。识别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关键行为路径，这些路径可能包括学

生如何从一个学习活动过渡到另一个，以及这些过渡如何影响学习成效。以行为类别为节点，以

行为发生的关联为边，构建行为路径的有向图，通过这种图形可以直观地获得不同群体学生行为

模式的差异，从而为教学策略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支持。选取学生行为指标进行时序性分析并构建

行为路径有向图，通过路径图的可视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挖掘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行为模式差

异。通过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路径，可以为其推荐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路径，从而提高学

习效率和效果；根据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估方式，以适应

不同学习者的需求。通过识别异常学习路径和关键的转换节点，发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

障碍和问题，及时提供支持和帮助。

（三）学生行为关联性分析模型

学生行为关联性分析模型是一种用于探索学生各种行为之间潜在联系的数据分析工具。通

过分析学生在校园内外的各种行为数据，例如学习、生活、社交等行为，帮助教育者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行为特征和需求，揭示不同行为特征与表现之间的潜在联系，从而为教育管理、教学改进

和学生个性化服务提供支持。

通过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进行分析，教育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为教学质量评估提供

科学依据，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具有相似行为的学生通常会表现出近似的学

习模式，通过前述的可视化行为路径，数据挖掘算法能够识别出特定学生群体中高频出现的行为

模式。通过对不同学生群体的行为模式进行比较，能够得出对教学结果有意义的干预策略。通过

选择学生行为指标并进行数据预处理，运用关联规则分析建立数据模型，最终通过模型运算结果

挖掘学生群体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四）学业成绩预测分析模型

学业成绩预测分析模型结合了教育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算法和数据分析技术，用于预测学生

的学业成绩。该模型通常基于学生的历史数据，如以往的成绩、课堂表现、作业提交情况、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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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试分数等，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学业表现的因素，如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学习习惯和课外

活动参与情况等。该模型广泛应用于个性化教学、学业预警、教育资源配置等教育领域，为教育

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促进教育的科学化和精准化。

通过分析学习者的行为数据以及过往的学业成绩记录，可以有效预测学习者未来的表现，这

对于及时发现学生成绩的波动并进行干预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成绩预测分析模型通过采集过

程数据和结果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算法对行为与成绩进行拟合，从而预测未来的成绩走势。

基于该走势，教师可以及时发现成绩下降的学生并进行干预；同时，也可以对成绩上升的学生及

时予以表扬，激发其学习兴趣。通过结合学生的行为数据和历史成绩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预测学生下一次考试的成绩趋势。

六、基于西南政法大学调查的智慧课堂数据挖掘应用实例

西南政法大学的智慧课堂建设是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一次积极探索，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

和质量，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成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典范。

（一）西南政法大学智慧课堂建设概况

在现代教育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西南政法大学积极响应教育信息化的号召，推进智慧课

堂建设。西南政法大学智慧课堂建设的核心在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打造一个集课程教学、互动交流、资源共享、学习评估于一体的教学平台（教学管理系统、

本科教学评价系统、课程思政教学平台库、中国大学MOOC、超星智慧教学系统、智慧树在线
课程等）。教师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实现远程教学、在线直播、在线作业和在线考试等功能，学生

则可以通过电脑或移动设备自主学习、在线讨论和远程参与，实现教学的无界化。

在智慧课堂的建设过程中，西南政法大学注重五大方面的发展：

一是教学资源共享，通过建设在线课程资源库，整合和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包括视频课程、

在线测试、互动讨论和电子教材，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学习材料；

二是教学过程管理，智慧课堂平台能够对教学过程进行智能管理，包括学生出勤、作业提交、

在线讨论的参与度等，并为教师提供实时的教学反馈；

三是学习效果评估，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数据分析，智慧课堂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反馈和建议，帮助学生优化学习路径，同时为教师提供教学改进的参考；

四是互动交流平台，智慧课堂平台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交流工具，如在线讨论区、实时问答、

小组协作等，促进师生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五是远程教学支持，在应对疫情等特殊情况下，智慧课堂能够保障教学活动的连续性，通过

在线方式实现远程教学，确保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

西南政法大学智慧课堂的建设，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补充和优化，更是教育教学改革的

重要尝试。通过智慧课堂的建设与应用，西南政法大学在提升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学习体验、扩

大教育教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智慧课堂的建设也为其他高等教育

机构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二）基于西南政法大学调查的智慧课堂数据挖掘应用实例

在 2020 至 2023 年间，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将智慧课堂的教学理念、方法和手段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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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骨干课程中。通过学习通平台，围绕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外贸函电、进

出口单证实务四门课程，收集了 1280人次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课
前、课中、课后教学全过程中的多维教育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其进行分析，以得出有价值

的结论，为教与学的评价和改进提供服务。

1. 挖掘框架和准备
分析学生行为对成绩的影响，主要分为数据收集与预处理、模型建立和结果分析三大部分。

在数据收集与处理的过程中，本课题选取了学生的行为指标数据和历史成绩数据。在数据收集

后，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随后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因子分析建立模型，挖掘行为指标对成绩的

影响。

2. 指标筛选
初始阶段提取了 24个学生行为对成绩的影响因素指标，包括授课视频观看个数、观看次数、

观看时长、收藏次数、点赞次数、非授课视频点赞次数、根回复授课视频次数、非根回复授课视

频次数、递交作业次数、作业修订次数、错题总数、错题收藏次数、互批作业次数、通知回复数、

签到出勤率、单元测试平均成绩等。根据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些指标进行预处理后，剔除了统计量

较小的 8个指标，即评级授课视频次数、评级非授课视频次数、社区发帖数、回复贴数、帖子中
交互人数、访问别人次数、访问别人人数和作业修订次数。最终确定了 16个用于建模分析的关
键指标。

3. 相关性分析
将学生的最终成绩作为成绩变量，与各个行为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计算各指标与成绩之间

的相关系数。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单元测试平均成绩、递交作业次数、发给老师的私信数、

通知回复数这四个指标与学生最终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较高。

4. 因子分析
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多个行为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即用少量的综合指标来替代多个可观测变

量，以便更好地把握主要影响因素。

首先，需要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对数据进行 KMO值和 Bartlett球形度检
验（见表 1），KMO统计量的值为 0.863，根据评判标准，KMO统计量的值大于 0.5，表明数据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卡方 P值小于 0.05的显著性水平，也表明数据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

表 1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KMO 测量取样适当性 0.863 

Bartlett 的球形检定 
近似卡方 47.781 

显著性 0.000 

表 2 特征根与方差解释率 

因子

编号  

特征值 旋转前的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 

特征根 
方差解

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

释率% 
累积% 

特征

根 

方差解

释率% 
累积% 

1 4.432 28.376 28.376 4.432 28.376 28.376 3.981 25.361 25.361 

2 3.293 21.083 49.459 3.293 21.083 49.459 3.595 22.836 48.197 

3 2.856 18.285 67.744 2.856 18.285 67.744 2.984 19.265 67.462 

4 1.251 8.009 75.753 1.251 8.009 75.753 1.756 8.291 75.753 

5 0.641 4.104 79.857 

6 0.509 3.259 83.116 

7 0.461 2.952 86.068 

8 0.421 2.695 88.763 

9 0.363 2.324 91.087 

10 0.346 2.215 93.302 

11 0.314 2.01 95.312 

12 0.201 1.287 96.599 

13 0.184 1.178 97.777 

14 0.175 1.121 98.898 

15 0.126 0.807 99.705 

16 0.046 0.295 100 

其次，确认因子个数。通过对原始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依据 Kaiser标准（特征根大于 1）
来提取因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有 4个（见表 2），前 4个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 4.432、
3.293、2.856和 1.251，均大于 1。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依次为 25.361%、22.836%、1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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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291%，旋转后的总方差解释率为 75.753%。这意味着通过这 4个主因子可以反映原有 16个
初始变量中 75.753% 的信息量，因此可将这 4 个主因子作为原有 16 个变量的主要因子。其中，
因子 1和因子 2的解释率分别为 25.361%和 22.836%，显著高于其他因子，说明它们是学生行
为对成绩影响的两个最重要因子。

表 1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KMO 测量取样适当性 0.863 

Bartlett 的球形检定 
近似卡方 47.781 

显著性 0.000 

表 2 特征根与方差解释率 

因子

编号  

特征值 旋转前的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 

特征根 
方差解

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

释率% 
累积% 

特征

根 

方差解

释率% 
累积% 

1 4.432 28.376 28.376 4.432 28.376 28.376 3.981 25.361 25.361 

2 3.293 21.083 49.459 3.293 21.083 49.459 3.595 22.836 48.197 

3 2.856 18.285 67.744 2.856 18.285 67.744 2.984 19.265 67.462 

4 1.251 8.009 75.753 1.251 8.009 75.753 1.756 8.291 75.753 

5 0.641 4.104 79.857 

6 0.509 3.259 83.116 

7 0.461 2.952 86.068 

8 0.421 2.695 88.763 

9 0.363 2.324 91.087 

10 0.346 2.215 93.302 

11 0.314 2.01 95.312 

12 0.201 1.287 96.599 

13 0.184 1.178 97.777 

14 0.175 1.121 98.898 

15 0.126 0.807 99.705 

16 0.046 0.295 100 

第三，因子命名。因子载荷系数展示了经过旋转处理后的载荷系数，通常情况下，因子旋转

处理后每个观测指标与因子的对应关系会更加清晰。每个主因子包含了各自的主要变量，根据各

观测指标的含义，对主因子进行命名和解释。通过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

转，结果显示（见表 3），因子 1主要反映了授课视频观看时长、授课视频点赞次数、授课视频
观看个数等，因此将因子 1命名为“视频观看因子”；因子 2主要反映递交作业次数、通知回复
数、根回复授课视频次数等，因此将因子 2命名为“自主学习因子”；因子 3主要反映根回复授
课视频次数、非根回复授课视频次数，因此将因子 3命名为“交流互动因子”；因子 4反映授课
视频观看次数、非授课视频点赞次数，因此将因子 4命名为“其他因子”。从因子分析结果来看，
权重最大的自主学习因子说明其与学生成绩有最直接的关系。共同度范围在 0.408至 0.914之间，
通常认为共同度应不低于 0.4，本研究中的所有指标变量的共同度均高于 0.4。例如，单元测试平
均成绩的共同度为 0.914，表明提取的 4个因子能够解释单元测试平均成绩方差的 91.4%。
最后，结论和启示。一方面，教学决策数据化：智慧课堂依托学校构建的信息技术平台，基

于动态学习数据的收集和挖掘，对学习全过程及其效果进行数据化呈现。这使得教学过程从过去

主要依赖教师的经验，逐步转向依赖客观数据。通过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教师能够基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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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 

视频观看

因子 

自主学习

因子 

交流互动

因子 
其它因子 

共同度（公

因子方差） 

授课视频观看个数 0.399 0.212 -0.057 -0.015 0.764 

授课视频观看次数 0.152 -0.024 0.214 0.687 0.423 

授课视频观看时长 0.532 0.152 0.116 0.2 0.641 

授课视频收藏次数 0.082 0.011 0.531 0.311 0.408 

授课视频点赞次数 0.878 0.122 0.241 0.643 0.817 

非授课视频点赞次数 -0.029 -0.051 0.145 0.515 0.531 

根回复授课视频次数 0.299 0.312 0.705 -0.049 0.742 

非根回复授课视频次数 0.161 0.109 0.552 0.374 0.457 

递交作业次数 0.452 0.901 0.258 0.593 0.862 

错题总数 -0.023 0.199 -0.042 0.172 0.596 

错题收藏次数 0.122 0.266 0.129 0.068 0.496 

与学生互批作业数 0.126 0.011 0.231 0.289 0.668 

通知回复数 0.134 0.487 0.336 0.147 0.796 

发给老师私信数 0.128 0.281 0.243 0.113 0.829 

签到出勤率 0.026 0.226 0.232 0.405 0.869 

单元测试平均成绩 0.234 0.305 0.352 0.326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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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出更为科学的决策，从而更有效地安排和调整教学内容。

另一方面，评价反馈即时化：智慧课堂教学采用动态伴随式学习评价，即贯穿课堂教学全过

程的动态学习诊断与评价。这包括课前的预习测评与反馈、课堂中的实时检测与即时反馈、以及

课后的作业评价与跟踪反馈。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即时、动态的诊断分析与反馈，使教师能够

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展并作出相应调整。

为把握智慧课堂的教学规律，并为进一步改进教与学提供数据支持，应尽可能采集全方位、

多角度、多维度的数据，利用教育数据挖掘技术，分别从学习行为、学习内容以及学习结果的角

度进行建模和分析。在当今教育信息化和大数据发展浪潮中，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变革已成为不

争的事实，是不可逆转的力量。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核心能力，教育大数据将为以课堂变革为核心

的教育教学变革提供催化剂和助推力，成为当代教育教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工具和方法

论，为教研活动和教学建议提供重要参考。

七、结束语

智慧课堂作为教育领域的一次革命，其核心在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

效率和学习体验。通过智慧课堂，教师能够实现教与学的个性化与差异化，同时能够更好地跟踪

学生的学习进度，提供即时反馈和辅导。学生则可以在更加灵活、互动的学习环境中主动探索和

学习，这种环境鼓励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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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课堂的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融合与创新。首先，硬件设备的更新升级是基础，如智能电

子平板等设备的普及，为智慧课堂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其次，软件平台的支持也至关重要，

它能够帮助教师创建数字化的教学资源，设计个性化的学习活动，并实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实时

互动。此外，教育理念的更新是推动智慧课堂发展的关键，这要求教师不断学习新技术，更新教

学方法，以适应智慧课堂的需求。

在实施智慧课堂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教师不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者，而

是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和指导者。他们需要设计富有创意的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度，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辅导。学生的角色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索

者，他们需要学会利用技术工具进行自主学习，培养自我管理能力。

总之，智慧课堂代表了教育技术的前沿发展方向，它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效率，还能够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理念的更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智慧课堂将成为未来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且有效的学习体验。

〔责任编辑：孙强 邮箱 wtoco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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