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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智能时代，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师生分离、情感互动缺失和学生自主缺位等问 
题，这将影响在线自我调节学习效果，同时对大学生的在线自我调节学习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大数据的可视化学习分析仪表

盘技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它能够为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的四个阶段提供支持机制。但是，它在学生在线

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元认知的监控与调节、隐私保护、学习效果和数据分析准确性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因此，本研究

以认知负荷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有效应用学习分析仪表盘支持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的对策建议：一是培养使用者的应用 

素养；二是探究多模态的心理识别技术；三是注重多维评价应用效果。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importance of 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ut it also brings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such as teacher-student separation, lack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lack of 

student autonomy, which will affect the effect of 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online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Big data-based visual learning analytics dashboard technology offers the possibilit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it can provide support mechanisms for the four stages of 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it still has shortcomings in the monitoring and regulation of metacognition, privacy protection, learning effects and data 

analysis accuracy guarantee during students’ 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load, this 

study proposes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analysis dashboards to support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irstly, cultivate users’ application literacy; The second is to explore multimodal psychological recognition 

techniques; The third is to focus on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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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在线学习成为大学生学习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

但在线学习效果却不佳 [1]。信息化发展为教师教学带来前所

未有的价值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2]。师生

之间时空分离，情感互动缺失、学生自主缺位等现状，导致

大学生在线学习效果不佳。而学生能否在在线学习环境中取

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线自我调节学习的能力，因此

提高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改善在线学习效果日益成为

研究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3]。

学习分析技术的出现为在线自我调节学习提供了新的研

究视角。尽管如此，学习分析仪表盘在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

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在仪表盘的设计层面，较难促进元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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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发生 [4]；在仪表盘的应用层面，大规模收集学生的在线

学习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数据泄露与伦理安全问题 [5]；

在仪表盘呈现层面，学习分析仪表盘呈现的可视化数据太过

专业性，从而导致使用者不能准确理解该工具上呈现的数据

信息 [6]；在仪表盘的分析层面，仪表盘收集的数据专注于学

生的在线学习表现，较少关注到学生的心理状态，缺乏情感

层面的分析 [7]。

2 学习分析仪表盘支持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
学习

学习分析旨在支持研究者更准确理解和学习者更高效地

完成自我调节学习。Pintrich 提出自我调节学习阶段要素模

型，其阶段要素包括预见、计划、激活；监测；控制；反应

与反思四个阶段 [8]，学习分析从四个阶段支持对大学生在线

自我调节学习。

在第一阶段，学习分析提供环境支持。学习分析会在平

台之中发布任务，帮助大学生快速聚焦到自己的学习任务之

中，让大学生在课程开始之前能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依

据此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并在此阶段能主动关注自己的

感受。

在第二阶段，学习分析提供技术支持。学习分析仪表盘

呈现的学习知识、学习计划、制定的学习策略等能帮助大学

生进行元认知和自我调节。同时，学习分析通过技术手段监

控大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及时为大学生开展在线自我调节

学习提供思路与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习分析提供策略支持。学习分析会依据

大学生的学习表现，为其提供学习策略，引导大学生主动调

整自己的学习计划，从认知、情感、动机等对大学生的学习

行为调节提供帮助。

在第四阶段，学习分析提供理念支持。学习分析的应用，

能帮助大学生关注自身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学习情感的变

化，让其找到可以帮助自己进行反思的工具。

3 学习分析仪表盘支持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
学习的困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学习分析的应用与推广为促进大学

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然而，仍然存在

大学生不愿意使用学习分析仪表盘这一现状，即学习分析仪

表盘优化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的机理未被解决 [9]。

3.1 较难促进大学生元认知水平的发生
元认知是个人关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及结果或其他相关事

情的知识 [10]。Mactcha 等人在研究中提出，学习分析仪表盘

工具对于元认知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较难促进元认知水平

的产生 [4]。

3.2 存在隐私泄露与伦理安全问题
学习分析仪表盘在应用过程中，分析的对象是开展在线

学习的大学生，涉及他们个人的基本信息和学习过程中产生

的教育数据，在收集与分析教育数据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数据

隐私泄露问题。同时，关于技术工具，人们对其产生会产生

不同的态度，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存在数据伦理安全问题。

3.3 容易产生认知负荷
学习分析仪表盘呈现的教育数据过于繁杂，容易造成大

学生产生认知负荷。认知负荷理论认为，过多的未分类的数

据内容会增加大学生的认知负荷，加重其学习负担。

4 学习分析仪表盘支持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
学习存在困境的原因分析
4.1 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学习分析仪表盘应用在教育领域可以为学习者、管理

者、教师、研究人员等提供可视化的数据支持，有效迎合了

当前在线学习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模式不断革

新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学习分析仪表盘的应用仍然属于新

兴研究领域，涉及网络学习、数据挖掘、教学理论等多种理

论，但现有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未能激发大学生的元认知

水平。

4.2 缺乏对人机协同的有效支持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协同教学是人与机器相互协作、取

长补短，形成正反馈关系共同完成精准学情获取、精准定位

学习目标、精准设计教学资源的一种方式。一方面，迄今为

止，仍未有明确清晰的法律制定确保隐私安全。另一方面，

人与机器之间并非相互对立的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借

鉴的发展模式。对于教师、学生而言，需要正确看待技术工

具在教学、学习中的应用。

4.3 应用能力不足
学习分析仪表盘的有效应用是推动学习分析与教育融合

的关键。但是在已有研究中，暴露出学习分析仪表盘的应用

与推广存在困境。一方面，学习分析仪表盘的应用与推广在

一定程度上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难以在各大

学校之间推广；另一方面，尽管学习分析仪表盘为在线教学、

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技术支撑，但是仍然会有很多大学生不愿

意使用学习分析仪表盘这一应用工具，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

学习分析仪表盘增加了大学生的认知负荷，直接影响到学习

仪表盘的应用效果。

5 学习分析仪表盘支持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
学习的建议

结合学习分析仪表盘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团队调研和

文献梳理，本研究对学习分析仪表盘的有效应用提出以下三

点建议。

5.1 培养使用者的应用素养
学习分析仪表盘的使用对象主要包括教师、学生及管理

人员，培养使用者的应用素养可以从理念、标准与途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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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考虑。首先，应大力宣传学习分析仪表盘应用工具的优

势，让利益相关者愿意接受乐于使用。其次，应该建立使

用标准，相关人员应对工具的使用做出明确的解读与指导，

让学习者理解这一工具。最后，应丰富工具应用的培养路

径，对使用者进行专项培训，推动人机协同到达更高的契合

点。从多种途径出发，培养使用学习分析仪表盘人员的应用

素养。

5.2 探究多模态的心理识别技术
首先，探究心理识别技术是提高在线教育质量的一大重

要举措。然而，当前技术工具对认知数据的采集较少关注到

心理状态，因此在今后的开发运用过程中，应构建多模态符

号体系。其次，系统通过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来铺设人

与机器之间的多模态信息感知通道，让机器更全面了解学习

者。最后，学习系统基于多模态机器学习算法，建构多模态

学习者情感模型，深入挖掘学习者心理状态的形成机理，最

终形成人机协同形态的“教学相长”。

5.3 注重多维评价应用效果
在应用过程中，应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面向过程

的多维评价标准，精准测评模型的使用效果。第一，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测评方式。利用文本分析工具、课堂教学分

析工具等测评，注重综合考评。第二，注重测评主体的多维

性。评价的主体应该包括教学专家、任课教师、研究团队中

的研究成员以及被评价者等，依据多方提出的意见，从而促

使学习分析仪表盘最大程度支持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

第三，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对大学生使用应用模型前后的学

习结果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学习分析仪表盘的应用效果。

6 结语
为提升大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习，以推进学习分析仪表

盘在高校在线课堂中常态化应用，本研究在人工智能时代背

景下，以元认知理论、自我调节学习理论认知负荷理论为理

论基础，提出学习分析仪表盘应用的发展路径，以提高学习

效果、促进技术与教育有效融合，提升在线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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