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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学生行为分析中的采样困难、样本覆盖面小。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高校学生行为进行分析，采集高校学生

的全部日常行为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大数据分析算法对采集到的学生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进而分

析出学生的行为动机，并根据分析到的学生行为，建立对策数据库。实验对比结果表明，此次设计的高校学生行为分析方法

比传统的方法准确性高，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意义。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student	behavior	analysis,	sampling	is	difficult	and	sample	coverage	is	small.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ll the daily behavior data of college students is collected. On this basis, the big 

data analysis algorithm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student behavior data, discover the rules behind the data, and then analyze 

the behavior motivation of students, and establish the countermeasure database according to the analyzed student behavio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of college student behavior analysis method is more accurate tha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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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学习大数据的知识，掌握大数据分析的

方法，是大学生必备的技能 [1]。回首过去，从幼儿园到大学，

一直都在做着一件事，那就是“读书”，读书是提高个人素

质的重要途径，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大学阶段是读书

观形成并逐步稳定的关键时期，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人

格养成和社会适应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了解大学生的

读书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唤起大学生的读书意识，对辽宁

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的大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了许多有趣的现象。在对这些现象进行简单的分析后，发现

了现在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行为模式，为学校对学生进行针

对性的引导与教育、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本次研究使用的硬件平台为 HP Proliant 服务器，CPU

至强 5620，内存 32GB，软件平台为 Ubuntu 18 系统，主要

编程语言为 Python。使用 Python 生态系统中著名的数据分

析软件包 Pandas 与数据可视化软件包 Matplotlib[2]。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为了对借阅数据进行多角度的分析，需要其他相关的数

据，如需要图书分类信息、学校院系编码信息等。由于这些

数据都比较小，所以直接通过网络资源进行了人工的收集与

整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制

出版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分类法，是当今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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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体系，简称《中图法》。《中图法》

已普遍应用于全国各类型的图书馆，中国主要大型书目、检

索刊物、机读数据库以及《中国国家标准书号》等都著录《中

图法》分类号。部分分类结果如图 1 所示。

2.2 数据读取与清洗
数据读取与清洗是大数据分析过程的第一步。由于现实

世界的数据常常是不完全的、有噪声的、不一致的，所以需

要对这些数据进行修补或移除以提高数据质量，数据清洗对

随后的数据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能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 

性 [3]。本次研究获得了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

日的全部借阅记录数据，共 80 多万（817742）条记录。保

存在 cvs 类型文件中。将所有列名称转为小写字母形式，将

所有数据转换为字符串形式。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首先删

除“学生姓名、书籍作者、出版商”字段，再删除“国际标

准书号、续借日期”等冗余字段。通过学号判断学生的入学

日期，清洗后的部分数据如表 1 所示。

2.3 数据分析方法
按照一般数据分析原则，首先对数据进行现状的分析和

对比。我们通过对比过去发生的事情去了解现在所处的情

况。然后再进行原因分析 [4]。我们对每次分析得出的现象进

行原因分析，分析出这一现象的起因和影响要素。

采用的分析方法：

①主要采用分类的方法，将数据中的某组数据按照共同

特点进行分类，通过分类模型获得某项数据的类别特征。

②还采用了聚类的方法，将数据中按照相似性和差异性

分成不同的类别，通过聚类模型得到相似的类别特征 [5]。

3 数据分析及结果

3.1 宏观分析，整体认识数据

为了全面细致地对高校学生阅读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

首先统计出男女学生人数，再根据性别进行分组统计，得到

男女学生的借阅书籍的总数量，如图 2 所示 [6]。

①在 2016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5 月 1 日期间，该校共

有 25938 名学生（含 2016 年毕业生）进行了借阅，男女生

比例为 1.6 ∶ 1。

②在大学四年中每个男生从图书馆共借阅 19.2本书籍，

每个女生共借阅 22.3 本书籍，男女生比例为 1 ∶ 1.16。

图 1  中图分类法

表 1  清洗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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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按年级进行统计分析
对借阅数据按照入校的年份进行分组统计，得到每年入

学学生的全部借阅情况，对比不同入学年份学生的借阅情

况，如图 3 所示。

通过分析得到图 3，从中可以看出：

① 2019 年入学的新生借阅图书的数量猛增，达到 4742

人次，接近当年入校学生（4863）的 97.5%，差不多每人借

阅过一次书籍。这是因为图书馆针对 2019 年入学的新生开

设了一门《信息检索》的公开课导致的。

②从 2 年级学生的借阅数据可以看到，经过 1 年的大学

生活，还有接近 45% 的学生没有在图书馆借阅过至少 1 本

书籍。说明学生对图书馆中资源的利用率不高。

③学生借阅图书的累计数量逐渐增加，平均一年不足

10 本（8.25 本），低于大学学生平均每年读 18 本电子书

的结论，说明现在的学生更愿意阅读电子书籍而不是纸质

书籍。

3.3 按照学院分组进行分析
按照各个学院分别进行分析，得到不同学院学生借阅情

况，分析过程如下：

①根据学生‘cert_id’字段中的学院编码规则，提取出

学生所在学院的编码。

②按照编码不同进行分组统计，得到数据。

③根据学院编码表对数据进行分组，统计每个学院学生

的总数量和学生数量，求出每个学院的平均借阅数量，以柱

状图方式展示，如图 4 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①国际金融与银行学院的平均借阅数最高，应用技术学

院的平均借阅数最低。

②理工科学院（化工学院、机械学院、材料学院、电信

学院等）的平均借阅数基本持平。

③特色办学的学院（软件学院、艺术学院）的借阅数差

不多。

3.4 统计学生阅读书籍种类
根据学生‘cert_id’字段中的学院编码规则，提取出学

生所在学院的编码；按照编码不同进行分组统计，得到数据。

根据学院编码表对数据进行分组，统计每个学院学生的总数

量和学生数量，求出每个学院的平均借阅数量，以柱状图方

式展示，得到图 5。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①学生最喜欢阅读的书籍的第一名是中国文学类，主要

是各种小说。

②学生最喜欢阅读的书籍的第二名是计算机类，主要是

由于计算机二级考试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各个专业需要

学习很多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再者，因为学校学生中

男生比女生多，男生更喜欢计算机类书籍。这些共同因素使

得计算机类的书籍广受欢迎。

③学生最喜欢阅读的书籍的第三名是外国语类，主要是

各种英语类书籍，因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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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毕业生）进行了借阅，男女生比例为 1.6∶1。

②在大学四年中每个男生从图书馆共借阅 19.2本书籍，每个女生共借阅 22.3

本书籍，男女生比例为 1∶1.16。

图 2 男女学生借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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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种类图书借阅情况

4 总结与讨论
在本课题中，我们对数据几个方面进行的统计与分析。

分别从数据的不同角度进行了数据分组与数据聚类，得到了

许多有价值的现象和结论，从中了解了目前大学生的整体阅

读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为学校更好地引导与教育学生，更

细致地为学生提供服务提供了客观依据。是一次非常有意义

的尝试。今后应定期进行这样的大数据分析。

4.1 不足之处
虽然本次研究得到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还是有所欠

缺。主要原因是分析的数据来源不够丰富，主要数据只有图

书馆的借阅数据，还缺乏教务处掌握的历年学生成绩数据，

后勤管理处掌握的学生生活消费数据等。如果通过这些数据

与图书馆数据进行联合分析，我们相信一定会得到更多有价

值，能说明更多问题的结果，这对更好地了解学校学生的状

况，提前预测学生的行为，实现更精细化的服务一定是大有

帮助的。

4.2 后续工作
在本课题的后续阶段，我们准备扩大数据的来源，通过

采集学生学习成绩数据、学生生活消费数据、学生社交信息

数据等多维度数据，分析这些信息之间的相关度，全方位了

解学生学习、生活、思想等多方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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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学院借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