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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构建高职院校不同年级学生的群体特征画像,以开展定制化的精准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本文运用数据挖掘模型,收集学生基本信息、人格特质以及思想政治课程情况等多方面数据,绘制高职院校学生的群

体特征轮廓。 这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学生在思想政治和人格特质方面的特点、需求与倾向。 同时,将研究学生思想政治情况

与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对学生群体特征的深入分析,研究结果可为高职院校制定更加精准的思想政治教育策略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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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tilize
 

data-driven
 

approaches
 

to
 

construct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students
 

across
 

different
 

grad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acilitating
 

customiz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applies
 

data
 

mining
 

models
 

to
 

gather
 

various
 

data
 

points
 

including
 

students'
 

basic
 

informati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articip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delineate
 

the
 

demographic
 

profile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needs,
 

and
 

inclination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as
 

well
 

as
 

personality
 

traits.
 

Moreover,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stud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uld
 

serve
 

as
 

a
 

basis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formulate
 

more
 

precise
 

and
 

tailored
 

strateg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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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精准思政是一种基于前沿技术、特别是大数据

的思政工作模式。 该技术是以思维为指导,以精准

化的方式来展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 。 该模式的

核心在于通过对受教育者多个维度的数据信息进行

分析,以制作标签的方式描绘受教育者的用户画像,
并通过这些画像来有针对性地设计教育策略。 这种

方法强调个性化和智能化教育,通过深入了解学生

的特点和需求,以及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教育

的精准化和智能化[2] 。 这一模式的目标是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影响力,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

需求,其中从数据驱动到实现智能教育的推进路线

如图 1 所示。

数据驱动 用户画像 精准思政 智能教育

图 1　 数据驱动到智能教育的路线图

Fig.
 

1　 A
 

roadmap
 

for
 

data-driven
 

to
 

smart
 

education



　 　 在精准思政中,数据驱动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借助大数据和其他前沿技术,教育者可以收集、分析

和利用多维度的数据信息。 这些数据可以包括学生

的学习成绩、社交网络活动、心理健康状况、兴趣爱

好等。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更

好地了解学生的特点和需求[3] 。
在精准思政中,构建学生的用户画像是一个关

键的步骤。 用户画像是对学生进行细致刻画的过

程,通过对学生的个性、兴趣、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综

合分析,形成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描述[4] 。 用户画像

可以帮助教育者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从
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

基于学生的用户画像,精准思政可以设计个性

化的教育策略。 个性化教育策略是根据学生的特点

和需求,量身定制的教育方案。 通过精准思政,教育

者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学习风格、认知水平等因

素,提供符合其个性化需求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从而

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5] 。
最后,精准思政实现了教育的智能化。 借助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思政为教育者提

供智能化的决策支持和教学辅助。 通过对大量数据

的分析和挖掘,结合智能算法和模型,精准思政可以

帮助教育者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提
供个性化的学习推荐和反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6] 。
学生画像和精准思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通

过对学生画像的分析,可以了解学生的思想倾向、关
注点和问题所在,从而更好地制定和实施精准思政

教育的策略和方法。 学生画像可以帮助教师和教育

管理者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特点,针对不同

学生的个性化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和思

政教育。 通过学生画像的分析,可以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精准思政教育,使其在参与中更容易接受和

理解思政教育的内容。 同时,通过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和兴趣爱好,可以将思政教育与其他学科相结

合,使思政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提高思政

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本文学生画像的构建从学生的基本信息、人格

特质和思政课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学生的基本

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以及所在学校和年级等。
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学生的身份背景、成长环境和社

交圈等方面的线索,为了解学生提供基础。 其次,人
格特质对于了解学生的行为和学习方式至关重要。
卡特尔人格因素量表和 Big

 

Five 人格量表[7] 是常用

的评估工具。 通过评估学生在外向性、神经质、开放

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等 5 个维度上的特征,可以描绘

出学生的个性特点。 最后,思政课程是培养学生思

想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的重要环节。 通过观察学生

在思政课程中的表现和成绩,可以了解其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这
包括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

方面。

1　 数据采集

　 　 数据收集是构建学生画像的关键步骤,涵盖了

学生的基本信息、人格特质和思政课程等方面,详情

如图 2 所示。 为了获取这些数据,对不同的数据类

别采用不同的收集方法。

基本信息

人格特质

思政课程

姓名、性别、年龄、生源地
院校、专业、年级

卡特尔人格因素量表
BigFive人格量表

思想道德与法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等

类别 属性 内容 数据处理

姓名：张宏 性别：女 年龄：20
院校：山西某学院 专业：医疗器械
年级：二年级

外向性、和顺性、情绪稳定性、
审慎性、开放性5种性格特质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等16种

老师给的课堂成绩
学生给自己的上课打分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按照不同属性进行分别编码
例如：性别为：［0，1］

按照类别打分实现向量生成，
2个分别为5维和16维的向量

将多个不同成绩进行拼接后
构成一个向量进行处理

图 2　 学生画像数据来源和属性内容

Fig.
 

2　 Student
 

portrait
 

data
 

sources
 

and
 

attribut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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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通过学校档案对学生的基本信息进行收

集。 学校在学生入学时通常会记录学生姓名、年龄、
性别以及所在学校和年级等基本信息。 这些数据可

以提供学生的身份背景和学习环境,为学生画像提

供基础,从而为构建学生的背景信息和学生的各维

度画像提供了可能。
其次,通过使用卡特尔人格因素量表和 Big

 

Five 人格量表对学生的人格特质进行评估。 这些量

表中包含一系列问题和评价项,学生可以根据自身

特点做出回答或进行评分。 通过分析和解读学生的

回答和评分,可以了解学生的外向性、神经质、开放

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等人格特质。 其中,Big
 

Five 人

格量表包括以下人格属性。
(1)外向性:部分学生表现出较高的外向性,愿

意与他人交流和合作,展现较强的社交能力。
(2)神经质:学生呈现出较高的神经质,可能更

容易焦虑和紧张,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关怀。
(3)开放性:大多数学生展现出较高的开放性,

对新事物和想法持开放态度,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

创造力。
(4)宜人性:学生普遍表现出较高的宜人性,善

良友善、乐于助人,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5)尽责性:部分学生表现出较高的尽责性,

责任心强,对任务的完成有较高的自我要求和执行

力。
最后,思政课程方面的数据通过多种途径进

行收集,包括教师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参与

度和互动情况来评定学生的课堂成绩,同时收集学

生对自己的上课打分成绩,以及学生的期末考试成

绩。

2　 数据挖掘模型

为了实现对学生画像的刻画和对学生进行精确

思政评价,本论文构建了三分支模型,包含了逻辑回

归、随机森林和支持向量机三个分支,最后通过多层

感知器层将其输出拼接在一起[8] 。 首先是逻辑回

归分支,以原始特征数据为输入,并直接连接到特征

输出层,输出层使用逻辑回归模型将输入特征映射

到二分类的概率。 随机森林分支也接受原始特征数

据作为输入,通过决策树的集成学习方式,进行多个

决策树的投票,最终得到分类结果。 支持向量机分

支则通过寻找一个超平面来将数据分隔开,使得不

同类别的样本尽可能远离超平面。 最后,多层感知

器层将 3 个分支的输出进行拼接,形成最终的预测

结果。 这种结构能够充分利用 3 种不同模型的特

点,提高整体的分类性能。
本文的主要数据挖掘模型如图 3 所示,以下将

主要介绍研究模型中各个模块的设计和构建。

数据来源 数据处理 数据类别 分支模型 综合特征

图 3　 模型结构图

Fig.
 

3　 Model
 

structure

3　 模型结构介绍

3. 1　 基于逻辑回归的特征提取

逻辑回归是一种用于解决分类问题的统计学习

方法。 尽管名称中带有“回归”,但逻辑回归实际上

用于处理分类任务,而不是回归任务,其主要思想是

通过对输入特征的线性组合应用逻辑函数,将数据

映射到一个二元的输出[9-10] 。 基本信息中的年龄和

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人格特征会有影响作

用,基于此考虑,通过使用逻辑回归并行地提取处理

学生数据中的 6 个主要背景因素,将相关指标数据

作为输入,从而提取出与学生综合分数高度相关的

特征表征。
逻辑回归通过将线性函数的输出应用于逻辑函

数(Sigmoid 函数)来进行分类。 假设有一个输入特

征向量 x = {x1,x2,…,xn}, 则逻辑回归模型可以表

示为:
z =β0 +β1x1 +β2x2 + … +βnxn (1)

　 　 其中, z 表示线性函数的输出, {β0,β1,β2,…,
βn} 是模型的参数。 然后, 将

 

z
 

应用于逻辑函数

sigma( z),得到分类概率 P(Y = 1│x):

p(Y = 1 | x) = σ( z) = 1
1 +e{ -z} (2)

　 　 其中, Y
 

表示分类结果。
3. 2　 基于随机森林的特征提取

随机森林是由多个决策树组成的集成模型。 每

棵决策树通过对随机抽取的样本和特征进行训练。
对于分类问题,随机森林中的每棵树都会输出一个

类别,并通过投票或取平均值的方式来确定最终的

预测结果[11-12] 。
3. 3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特征提取

SVM 的基本形式是线性分类器[13-15] ,其决策边

界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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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 b = 0 (3)
　 　 其中, W表示法向量,

 

b表示偏置项。 对于二元

分类问题,决策函数为:
f(x) = W·x + b (4)

　 　 对于训练数据中的每个样本 xi,yi( ) , 这里 yi

表示类别标签,SVM
 

的目标是找到最大间隔超平

面,使得所有样本点到该超平面的距离最大化,并满

足以下约束条件:
yi W·x + b( ) ≥ 1,i = 1,2,…,n

　 　 其中,
 

n 表示训练样本的数量。
3. 4　 综合特征合并

 

在使用逻辑回归、随机森林和支持向量机对学

生的基本信息,人格特质和思政课程进行各类特征

提取后,研究将通过多特征拼接操作实现对学生综

合特征的提取。 在获得综合特征后,使用多层感知

器(Multilayer
 

Perceptron,MLP) 实现对学生的不同

类型的映射。

4　 实验

4. 1　 实验参数和环境设置

在本实验中,采用了一台配备
 

NVIDIA
 

GeForce
 

RTX
 

3090
 

GPU
 

的工作站进行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

和评估。 研究使用
 

PyTorch
 

深度学习框架构建和训

练了本文提出的模型。 训练过程使用了批量梯度下

降(Batch
 

Gradient
 

Descent)优化算法[16] ,学习率设

置为 0. 001,并采用了交叉熵损失函数作为模型的

损失函数。
4. 2　 性能评估指标

研究中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

集,其中训练集占 70%,验证集占 15%,测试集占

15%。 在 训 练 过 程 中, 使 用 了 早 停 法 ( Early
 

Stopping)来防止模型过拟合[17-20] ,并在验证集上进

行了模型性能的监控。
研究中评估了模型在测试集上的性能, 主要包

括准确率 (Accuracy)、 精确率 (Precision)、 召回率

(Recall) 和 F1 分数。 这些指标是评估分类模型性

能的常用指标。 其中,Accuracy 衡量了模型正确分

类的样本比例;Precision 衡量了模型在预测为正类

别的样本中的正确率;Recall 衡量了模型在所有正

类别样本中被正确预测的比例;F1 分数是精确率和

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综合考虑了模型的准确性和

全面性。
4. 3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提出的复合模型与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如

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等)进行了性能对比。 结果

显示,本文提出的深度学习模型在准确率、精确率、
召回率和 F1 分数上均显著优于对比方法。 具体对

比结果见表 1。

表 1　 数据挖掘方法实验结果

Table
 

1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ata
 

mining
 

methods

模型 准确率 精确率 召回率 F1 分数

本文模型 0. 85 0. 87 0. 83 0. 85

逻辑回归 0. 78 0. 75 0. 80 0. 77

支持向量机 0. 80 0. 79 0. 78 0. 79

K 近邻 0. 75 0. 72 0. 77 0. 74

朴素贝叶斯 0. 72 0. 70 0. 75 0. 72

　 　 从表 1 可以看出,本文的模型在所有指标上均

取得了最佳性能,证明了其在该任务上的有效性和

优越性。
4. 4　 收敛情况对比

在模型训练过程中,研究监测了本文的模型在

训练集上的损失变化情况,具体如图 4 所示。 损失

函数的变化反映了模型在训练过程中的收敛情况和

拟合能力。 从损失变化曲线可以观察到,随着训练

轮次的增加,训练集上的损失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

渐收敛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R2=0.9741 本文模型

训练轮次

Lo
ss

图 4　 模型训练收敛情况

Fig.
 

4　 Convergence
 

of
 

model
 

training

4. 5　 案例分析

在分析学生在人格特质和思政课程方面的表现

时,研究着重对不同的人格特质的思政情况进行了

精确分析,不同分数学生和人格属性之间的雷达图

如图 5 所示,对应的具体分数见表 2。 以下是从图 5
中得出的分析结果:
　 　 (1)外向性。 从结果中可知,外向性高的学生

倾向于积极参与思政课程中的讨论和活动,并在课

堂上表现出较高的主动性和社交能力。 同时也更愿

意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对于团队合作和

集体活动也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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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分数学生和 Big
 

Five 人格属性之间的雷达图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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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2)神经质。 神经质较高的学生可能对于思政

课程中的一些话题或观点产生较强的情绪波动,可
能更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 因此,在思政课程

教学中,需要对这部分学生的情感状态给予更多关

注,采取措施助其保持情绪稳定,并引导这部分学生

正确理解和面对社会现实。
　 　 (3)开放性。 开放性高的学生对于新鲜事物和

不同观点有较强的接受和包容性,在思政课程中可

能更愿意探讨一些较为前沿和复杂的议题。 因此,
思政课程可以通过引导这部分学生参与讨论和研

究,促进其个人成长和思维发展。
(4)宜人性。 宜人性高的学生通常具有较强的

合作精神和同理心,在思政课程中更容易与同学和

教师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部分学生乐于助人,
能够在团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集体的发展和

进步。
(5)尽责性。 尽责性高的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律

能力和责任感,在思政课程学习中表现出较强的执

行力和毅力。 这部分学生对于学习任务和社会责任

都能够认真对待,乐于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社会和

国家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表 2　 不同等级学生的 Big
 

Five 人格属性得分

Table
 

2　 Big
 

Five
 

personality
 

attribute
 

scores

思政课程分数 / 分 外向性 神经质 开放性 宜人性 尽责性

<60 0. 347
 

8 0. 628
 

3 0. 419
 

4 0. 267
 

1 0. 562
 

3

60 ~ 70 0. 521
 

4 0. 413
 

7 0. 621
 

9 0. 342
 

9 0. 679
 

5

70 ~ 80 0. 718
 

2 0. 367
 

4 0. 735
 

6 0. 456
 

2 0. 723
 

8

80 ~ 90 0. 923
 

7 0. 267
 

8 0. 847
 

3 0. 602
 

1 0. 829
 

1

90 ~ 100 1. 000
 

0 0. 154
 

2 0. 924
 

6 0. 817
 

5 1. 000
 

0

5　 结束语

本研究深入研究学生的基本信息、人格特质和

思政课程,对不同学生的人格特质和思政情况进行

精确分析,研究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利用数据挖掘方

法,发现了不同类别学生的特点。
成绩较低的学生可能具有一定的敏锐性和变革

性,但缺乏稳定性和自律性;成绩在 80 ~ 90 分的学

生展现出优秀的自律性和规范性,但可能对变革和

创新持保守态度;成绩达到 90 ~ 100 分的学生通常

表现出卓越的稳定性和自律性,但可能过于自信和

独立。
这些发现为高职院校思政课程的教学和管理提

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制定更精准的教学策略和个

性化辅导方案,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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