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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户画像作为“互联网+”环境下针对学习者个性化信息分析及教育资源推荐服务设计工具，为教育资

源个性化推荐服务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针对用户画像的具体应用及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现状进行概述与归

纳；在大数据背景下构建由数据基础层、数据处理层、数据挖掘层组成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模型；分别从

优化教育资源个性化推送、开展学习者群体服务、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导航服务等具体层面，提出并设计基于用

户画像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的应用模式，以期为高校开展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和满足学习者多粒度个

性化学习需求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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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画像技术的教育资源个性化

推荐服务研究*

*本研究得到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基于多约束凸优化的图书馆文献购置经费分配研究”（编号：14JK1497）和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校青年教师教学胜任力提升机制研究”（编号：2018ZCY16）资助。

教育部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

学生的个性特征和自身特点，倡导积极、主动的个性化

学习方式，充分发展学生的潜在优势。但是在长期的教

育实践过程中，由于学生自身存在的个体差异性、学习

效果的不同及学习状态的变化等因素[1-2]，教育工作者

很难全面、准确地了解学生所需要的教育资源，难以针

对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进行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

同时，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网络空间内的信息量呈爆发式增长，为个性化学习

的实施提供了大量的、更加便捷的学习资源，然而海量

的教育资源极易导致诸如“信息拥塞”“信息过载”等

现象的发生，如何顺应学习者个性化学习需求的研究

背景，针对学习者的差异性从复杂、海量的信息资源中

搜索、定位并推荐学习者所需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

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智能性和精准度，目前已成

为当今国内外教育管理领域众多专家和学者研究的热

门话题和关键问题。因此，构建一种准确率更高、更加

智能化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系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用户画像作为大数据背景下资源信息推荐服务的

设计工具，为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提供了新的研究

思路。用户画像模型的构建主要是针对用户个人信息特

征及在网络交互系统内产生的行为记录信息进行数据

挖掘，通过数据信息的发现与数据的提炼过程，预测用

户的资源需求，最终推荐满足用户需求的、准确的资源

信息[3-4]。本文借鉴在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

用实践，引入用户画像技术来探讨、分析教育资源与学

习者资源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挖掘教育资源个

性化推荐服务的本质特征，构建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

服务模型并探讨与之相关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

的具体应用模式，为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开展教育资源

个性化推荐服务和满足学习者多粒度个性化学习需求

提供参考。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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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画像概述

网络工程师Cooper提出用户画像是建立在一系列

属性数据之上的用于描述目标用户的虚拟模型[5]，算

法的核心步骤包括对用户个性特征、网络行为痕迹等

数据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归纳分析，利用信息识别及

数据挖掘等人工智能技术完成用户贴“标签”的建模

过程，将获取的“标签”按照一定的排列组合方式汇

聚起来，从而达到快速、精准地了解用户个性化需求

的目的[6]。因此，用户画像多用于信息资源推荐服务及

精准营销等应用领域[7]。Gauch等[8]提出通过加权关键

词、概念层次结构对用户画像的标签系统进行细化分

类的观点。Xu等[9]通过用户画像技术提取隐藏在社交

网络中微博用户的轮廓特征，并将其用于微博用户资

源需求的推送服务。张壮等[10]通过引入注意力机制，

利用Stacking集成方法提出改进的多模态融合用户画

像方法。Jiamthapthaksin等[11]基于ANN和SVM算法构

建用户画像的兴趣特征模型，并利用Facebook数据集

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周文静[12]提出将加权概念兴趣、

加权关键字兴趣用于用户兴趣维度画像模型的构建，

并针对校园网络用户画像的数据来源进行实证研究。

Quintana等[13]基于用户体验设计理念，提出用户画像

技术在MOOC教育资源精准推送服务过程中的设计需

求。纵观学术领域关于用户画像的研究成果，发现其研

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于用户模型的不同构建方法以及

具体的资源精准推送模式等内容，而关于用户画像技

术在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中的研究仍需进行深入

探讨。

2  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研究现状

以学习者具体的学习需求为导向，通过对学习者个

性特征的描述、学习需求的识别、提供教育资源个性化

推荐服务，其实质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

念，这也是当前大众泛化学习情况下教育资源个性化

推荐服务的发展基础[14]。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

下，依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信息科学、教育管理等领

域的众多研究者进行大量理论与实践探索，通过对信

息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归纳和分类，并向潜在用户推

荐其可能需要的教育资源数据，资源推送的具体流程

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Brusilovsky[15]通过将课程进行

排序标记，提出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策略的实现路径。

Weber[16]在个性化学习导航策略视角下提出教育资源

个性化推荐系统的适用范围。DeBra[17]通过对学习者

认知水平的探讨，构建针对不同认知水平的教育资源个

性化推荐模型。Multimedia[18]利用关联规则分析学习

者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差异性。Wang等[19]利用协同过滤

技术提出获取学习者浏览教育资源网页行为数据信息

的方法。余胜泉等[20]通过系统建模与构建推荐算法建

立智能化的学习元平台资源推荐模型。查相虹等[21]利

用数据分析技术设计智能化、人性化的支持服务模型，

并对在线学习支持服务应用模式进行探讨。薛伟[22]分

别从教学策略、学习策略不同方面入手，对包括教育资

源在内的学习支持服务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刘海

鸥等[2]基于大数据画像的视角提出学习者多维标签系

统构建的模型，并用于个性化学习精准推荐服务模式

的研究。

图1  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流程图

 

纵览人工智能、教育管理等领域教育资源个性化

推荐服务的研究成果，发现主要集中于将不同的算法

和应用平台引入针对学习者资源需求分析的推送服务

等具体内容，包括个性化学习资源导航、学习者认知建

模、语义框架分析及智能代理等最新大数据处理技术

的应用，但是缺乏对学习者个人信息特征及在网络交

互系统内产生的行为记录信息的考虑与研究，从而导

致对学习者个人属性特征研究不够，对学习者的兴趣

偏好分析不深，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不够精准等

问题。因此，本文借鉴用户画像技术在金融、互联网等

领域广泛应用的实践经验，将用户画像技术引入教育

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领域，利用用户画像的技术优势

构建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模型，为“互联网+”背

景下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与发

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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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用户画像技术的教育资源个性
化推荐服务模型构建

在大数据背景下，学习者的数据信息具有多维、交

叉融合的特征，基于用户画像技术构建教育资源个性

化推荐服务模型需要利用聚类耦合分析、深度挖掘等

相关数学方法完成针对学习者数据信息的分析、处理

过程，具体步骤主要包括：通过对学习者个体属性及

行为痕迹数据信息的分析、整合、聚类等操作，全面获

取学习者的数据信息，建立关联规则；整合、统一学习

者个体及学习者群体数据信息；建立多维学习者标签

系统，完成用户画像的核心步骤；利用统计分析与数据

分析算法，构建用户画像模型，实现教育资源与学习者

之间的精准匹配，对学习者提供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

服务[6]。

3.1  全面获取学习者的数据信息，建立关联
规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智慧校园网

络信息化的全面普及，高校教学管理系统能够对体现

学习者个性特征的数据信息进行获取、保存。利用用户

画像技术对获取的学习者数据信息进行挖掘、分析并

与教育资源进行匹配，从而能够提供精准的教育资源

个性化推荐服务。由于物理存储等原因，获取的学习者

数据信息可能分散于不同结构的系统中，以至各数据信

息之间的相互关联较弱甚至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按照

获取的数据信息内容的差异性，可将获取的数据信息

划分为基本固定数据、动态变化数据两大类。其中，基

本固定数据主要包括学习者的性别、年龄、职业、职务

等基本特征数据信息；动态变化数据主要包括学习者

在教育系统中的行为日志数据、交互动态数据等行为

痕迹数据，这类数据信息会随着学习者学习内容、兴趣

爱好等随时发生变化。

当体现学习者个体特征及网络交互系统内的行为

痕迹的数据信息被获取后，描述学习者的基本固定数

据和动态变化数据就构成了用户画像数据库的信息来

源；当大量的与某一学习者相似的基本固定数据和动

态变化数据被获取后，关于某一学习者所属的学习者群

体数据库信息来源就建立了，同时不同学习者群体之间

的内在关联规则也能够建立起来。由于学习者个体基

本固定数据及动态变化数据的更新将影响学习者个体

所在学习者群体数据信息的改变，因此，建立学习者群

体之间科学、合理的关联规则是提高教育资源个性化

推荐服务效率的基础与关键。

3.2  整合、统一学习者个体及学习者群体数
据信息

作为构建用户画像模型的数据基础，高校教学管

理系统收集到的关于学习者的数据内容具有来源广

泛、数量庞杂、结构不一的特点。依据基本固定数据、

动态变化数据内容的差异性，可以借助数据分解技术，

将获取的数据信息整合、统一分解成为元数据格式，再

进行清洗、合并、归纳、整合等数据处理步骤[23]，从而

获得能够用于用户画像的有效数据信息。在整合学习

者个体及学习者群体数据信息的过程中，需要随时剔除

无用数据，进一步提高有效数据信息的准确性与利用

率，从而提高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的精准度。

3.3  针对学习者标签进行处理，构建多维学
习者标签系统

通过对学习者信息的标签化处理，能够将学习者

及学习者群体的个性特征形象化、具体化。建立学习者

及学习者群体标签系统的主要步骤：①获取、记录、提

取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的数据信息，与典型参照词表系

统比对分析，构建用于用户画像技术处理过程的标签

词表系统，标签词表的具体内容包括学习者的性别、年

龄、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特征及在网络交互系统内产生

的行为记录信息，如使用学校的教务系统、图书馆信息

检索系统等产生的访问信息等；②将获取的标签信息

进一步梳理、整合、归纳、合并后，形成不同的标签组，

并建立能够用于用户画像处理流程的多维标签系统，完

成用户画像的核心步骤，为用户画像模型的构建提供对

比基础和参照体系[5]。

3.4  利用数据分析算法，构建用户画像模型

依据获取到的学习者基本固定数据及动态变化数

据，借助数据分析算法完成用户画像模型的构建，实现

更加精准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在用户画像模

型构建过程中，通过建立向量模型对描述学习者资源

需求的数据信息进行科学、有效的描述和权重计算，利

基于用户画像技术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研究尹婷婷  龚思怡  曾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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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节点表示教育资源，节点大小代表学习者对某一具体

教育资源的访问次数，各节点间连线的粗细度代表学习

者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强弱关系。依据得到的教育资源

权重值的不同，学习者对某一具体教育资源的需求也得

到了具体量化表示。基于上述分析，按照学习者及学习

者群体的数据信息分析流程，基于用户画像技术的教

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模型可具体分为数据基础层、

数据处理层及数据挖掘层（见图2）。

图2  用户画像模型构建数据流程分析示意图[7]

 

     

   

 

   

 

数据基础层是用户画像模型的根本所在，其所需

的学习者基本固定数据和动态变化数据主要来源于学

校教务系统、图书馆系统、移动服务平台及其他信息系

统等，包括学习者关于信息检索、网页浏览、教育资源

收藏及下载、教学评价、关注及互动等具体操作的数据

信息。数据基础层整合、贯通各系统服务平台的数据信

息，主要起到数据收集、获取的作用。

数据处理层的作用是将学习者基本固定数据和动

态变化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利用数据处理技术对获取

到的学习者基本固定数据和动态变化数据进行前期处

理、数据分析等数据处理步骤，形成数据集群，并对不

同类型的数据信息依据权重排序，获得用于用户画像的

有序数据集合。

数据挖掘层是用户画像建模的核心层，主要利用

通过数据处理层获取的有序数据集合，结合已建立的

标签模型库（包括教育资源搜索特性、个人特征、评价、

转发、浏览等），利用聚类、关联分析等数学处理方法

对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进行聚合分析，建立学习者画像

库及学习者群体画像库，完成用户画像的构建。最后，

针对建立的学习者画像库及学习者群体画像库的具体

模型，按照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的潜在资源需求及目前

资源需求的不同，依次将教育资源数据集合与其进行匹

配，并将获取的与用户画像模型相对应的教育资源以可

视化方式呈现在教育资源交互平台上（包括资源介绍、

资源查找路径、个性化服务等内容），进一步增强教育

资源显示的直观性，方便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的查找，

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为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提供科

学、高效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

4  基于用户画像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
荐服务应用模式

通过对学习者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学习者及学

习者群体标签化处理过程、建立用户画像模型、匹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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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及学习者群体与教育资源数据集合等步骤，能够完

成基于用户画像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整个流

程（见图3），因此，本文将分别从优化教育资源的个性

化推送、开展学习者群体服务、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导

航服务等具体层面，提出并设计基于用户画像的教育资

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的应用模式与实现路径。

图3  基于用户画像技术的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流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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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深入分析学习者资源需求，优化教育资
源的个性化推送

在实现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整个过程中，

针对学习者使用网络交互系统内产生的具体行为记录

信息进行数据收集，通过用户画像模型预测学习者可

能需要的教育资源，结合关联规则算法不断更新、调整

和完善用户画像模型数据库，深入分析学习者对于教育

资源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度挖掘与数据分析，进

一步提高教育资源个性化推送的精准度，操作步骤包

括使用学习者标签标记学习者特定、具体的个体属性，

提取学习者的个体特征信息并完成针对学习者的标签

处理；通过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提炼、归类等处理，

将数据信息整合、统一分解成为元数据格式；对学习者

及学习者群体感兴趣的教育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获得

教育资源数据集合；匹配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与教育资

源数据集合，建立学习者标签系统与教育资源的关联规

则，当学习者选定某知识点后，系统主动为学习者推荐

符合其学习风格与兴趣偏好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

的精准推送，从而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个性化推送服

务的流程。

4.2  针对学习者群体，开展个性化推荐服务

在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服务过程中，由于学习

者及学习者群体对于教育资源的需求可能是动态变化

的，教育资源监控系统需要同步更新并及时引用动态变

化的数据信息，完成对学习者群体关于教育资源需求的

精准描述与分析。因此，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应用

模式的创新可以从总结、提炼相似学习者群体的属性

特征及对教育资源的偏好角度入手，虽然学习者个体

的教育资源信息需求可能是动态变化的，但是学习者群

体的属性特征及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偏好变化幅度相对

而言较小，有利于教育资源系统依据相似学习者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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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特征及对教育资源的偏好信息，针对学习者群体

开展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

4.3  基于用户画像模型，提供个性化学习路
径导航服务

个性化学习路径导航服务主要是根据学习者不同

的学习习惯、学习需求和其他学习特征信息，为学习者

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的服务路径。具体而言，在教育资

源个性化推荐服务中，依据用户画像建模过程中获取

的动态更新信息，分析、识别出学习者不断变化的兴趣

点，结合其学习需求，科学预测学习者下一步的学习规

划与可能需要的教育资源，从而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路径导航服务。个性化学习路径导航服务具体的实现流

程主要有：通过对学习者数据信息的深度挖掘，对学习

者教育资源需求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对教育资源

进行分类、归纳、整理、提取操作，完成教育资源特征

标识的处理过程；对学习者画像模型与教育资源信息

进行关联操作，同时生成学习者群体关于教育资源需求

的相似集合；借助语义关联技术分析教育资源之间的

内在联系，获得学习者现有的知识储备和新的学习需

求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为不同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

习路径导航服务。在个性化学习路径导航服务过程中，

由于教育背景、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的不同，需要教育

工作者充分了解学习者不同的学习特征并针对用户画

像模型建立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数据及时进行修正与处

理，确保推荐的学习路径与学习者需要的教育资源的一

致性。

5  结论

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画像技术可以精准描

述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的个性信息特征，通过深入挖

掘学习者及学习者群体的教育资源需求，与教育资源数

据信息进行匹配，从而完成教育资源个性化推荐服务

的整个流程。但目前就用户画像技术在教育资源个性

化推荐服务领域的发展现状而言，仍面临诸多难题与

挑战，如如何有效提高教育资源数据的利用率，如何科

学、全面地描述学习者群体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等具体

问题。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仍需深入研究学习者及

学习者群体数据信息有效转化问题，科学预测学习者

群体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发展趋势，为教育资源个性化

推荐服务的精准实现和满足学习者多粒度个性化学习

需求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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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Based on User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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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owerful tool for analysis of learners’ individual resource needs and push service desig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information age, user profile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research approach for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user profile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are 
generalization and induction. Based on user profile technology, the three-layer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model is 
established which is consisting of data source layer, data analysis integration layer and data mining layer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From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optimizing the push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resources, developing group services for learners, provid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 navigation services,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user profile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arrying out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ervic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meeting the multi granularity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of learn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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