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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学习平台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研究
——以 Canvas 和 Sakai 系统为例

黄赟茹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挖掘分析已经渐渐应用到了各行各业。大数据分析能够获得隐藏

在庞大数据中的关系，趋势信息等等。通过数据挖掘的方式对互联网信息进行深层次解读将会得到更

重要的信息而为之后的工作服务。目前教育者们已经重视到数据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尤其在教学平

台中如何设计数据分析功能已经是当今教学平台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对 Sakai 和 Canvas

两个世界知名的学习管理系统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的比较分析，从平台数据分类方式，展示方式，数

据内容，以及特点四个方面的研究，期望能使网络教育者对于平台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的开发有所启示，

促进学习分析在学习平台的应用，为学习平台实现自适应教学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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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of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has been applied to life gradually. 

Big data analysis can obtain information which are hidden in the huge data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nd 

trends of information. The data mining can retrieve mo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for the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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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educators have paid great efforts to apply the data analysis in the educ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teaching 

platform. However, how to design the function of data analysis is an important se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platform. In this research, we compared the function of statistics analysis of Canvas and Sakai, which 

are two of the most popular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Comprehensive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two platforms from four aspects: data classification, display model, data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We expected 

to inspire the network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tform, to 

promote applications of learning analysis in learning platform, and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daptive 

teaching for learning platform.

Keyword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data statistics, data analysis

引言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纷繁复杂、功

能各异的学习管理系统纷纷出现，这些学习管理

系统中存储着海量的学习者信息以及学习过程数

据 , 深处大数据环境的教育领域已经积累了海量

的数据。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变为有用的信息，对

教学提供帮助，已经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内容。

利用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对学习者的学习效

果进行预测、分析，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可

以提升学习者学习效率，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 [1] 

。目前各类教学系统的数据收集分析以及应用方

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将大数据环境下教学系

统的数据分析功能设计的更加合理化，对目前教

学系统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

的 [2] 。

1 平台数据统计分析的功能需求

2010 版地平线报告中提出了需要重视教育

可视化数据分析，2011 年版地平线报告提出学

习分析的概念，从 2012 年版至 2015 年版地平线

报告中反复强调“学习分析”是影响当代学习科

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方法与技术并将全面介入教育

教学 [3]。可见学习分析与评价对于教学的发展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的学习管理系统作为主

流的学生在线学习的重要工具，将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使得教育信息变

为可量化的数字存在，通过真实数据发现教与学

的关系，是目前教学管理系统性能提升的重要革

命 [4]。对于大数据支持的学习分析与需求的调查

研究结果中显示，绝大多数的教师能够认同将大

数据应用到教学中的分析与评价的价值。相信利

用可视化数据和数据分析能够提升学习分析和评

价的客观性，透明度与公正性，及时性。不仅能

节省教师的时间和经历，实现自动量化分析，促

进教师更加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现状，

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自我学习过程的了解，及时

的调节学习方法，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5]。

通过对目前已有的文献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得出

目前教育工作者对于教学平台能提供的数据统计

与分析的功用需求有以下几点：

1.1 使学生及时获得学习反馈

学习平台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工具，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教师陪伴的，因

此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不能很好的了解自己

的学习进度，调整自己的学习重点和方向，常常



045

大数据时代学习平台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研究

容易迷失自己。学习平台需要将学生的学习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让学生获得及时的学习反馈，学

生可以及时的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所了解，对薄

弱环节进行加深学习，对掌握的知识进行巩固，

有效的调整自己的学习进度，改变学习方式。因

此将学习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给予学生及时的反

馈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 [6]。

1.2 使教师快速了解学生，促进教学发展

将数据分析加入到学习平台中能够让教师快

速准确的了解到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学生的

学习行为，教师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对学生进行个

性化指导，因材施教。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从

学习数据分析中了解到自身教学方法的优劣，进

一步对自己的教学实施效果进行了解，促进了教

师对于教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出及时调整，优

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有利于自身教学素养的

提升 [7]。

1.3 实现多元化评价功能

多元化的评价功能主要包括教师评价、学生

自评与学生互评。实现多元化的评价功能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学习绩效，优化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

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另外，第三方评价也有助

于教学活动的进行，例如家长评价等。多元化的

评价功能可以采集到更多考试以外的数据，将这

些数据统计后提供给教师可以帮助教师全方位多

元化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为教师的教学指导

提供更多信息；提供给学生可以让学生更客观地

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

1.4 学习平台的统计分析工具具有实用

性，便捷性。

学习平台的数据分析实用性主要表现为数据

采集可靠合理，分析全面。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产生的学习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经过科学设计的

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全面分析，是学习平台数据

分析功能的根本需求。学习平台的便捷性表现为

分析结果直观与操作方式简单两个方面。分析结

果的直观性影响了教师对教学过程的判断，操作

方式的简单与否直接影响了平台的使用，因此学

习平台的数据分析实用性和便捷性至关重要。

2 Canvas 与 Sakai 平台统计分析功

能介绍

 Canvas 是美国 Instructure 公司的一个学习管

理系统，Instructure 公司创建于 2008 年，Canvas

开源于 2011 年。Canvas 平台是新一代教学平台，

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教学平台的发展方向，它独

特的云服务架构设计，教与学工具整合应用，强

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以及支持移动用户是它的四大

特征 [8]。

Sakai 是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密西根大学，

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于 2004 年发起的一项

开放源代码的课程与教学系统开发计划。Sakai 是

一个类似于 moodle 的课程管理学习系统，以及虚

拟学习环境，是基于 java 的面向服务的应用程序

开发，具有可靠性，协作性和可扩展性 [9]。

2.1 Sakai 数据统计

Sakai 平台数据统计功能在“站点统计”中展

示。站点统计功能的使用权限只有管理员，站点

统计是对某站点的数据进行统计。站点统计的三

个功能是：观看概览，自定义报表，修改参数。

2.1.1 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分为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展示方

式分为图和表两种。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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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站点统计

管理员可以自定义报表，自定义内容包括：

报表、内容、时间、用户、展现方式。并且可以

修改统计的参数，主要是活动部分的事件或者工

具部分的选择，其中所有工具事件包括：通知，

作业，聊天答疑，成绩册，邮件列表，新闻，讨

论区，站内消息，播客，调查工具，资源，练习

测验，检测工具，日程，班组管理，站点信息，

课程大纲，Wiki，站点统计，链接内容，课程组织，

外部工具。

2.2 Canvas 数据统计

Canvas数据统计分为管理员视角与教师视角。

管理员视角中分为数据统计和分析两个部

分。统计中记录了一些常规信息，具体内容如表

2 所示。

数据一级分类 查看方式 数据二级分类 统计内容

访问

按日期 访问量 访问累计数

按用户

访问人数 人数

本站点成员 人数

访问过本站点的站点成
员

人数 + 占总数百分比

没有访问过本站点的站
点成员

人数 + 占总数百分比

活动

按日期 最活跃用户 用户 id+ 百分比

按用户 事件
读取帖子，读取资源，发布聊天信息，
发布通知，删除聊天信息，添加资源，

新建帖子，修改资源

按工具 使用最多的工具 名字 + 百分比

资源

按日期 文件 名字

按用户 文件打开次数 次数 + 百分比

按资源
被打开次数最多的文件 名字

打开文件最多的用户 用户 Id

数据分类 数据内容

常规信息 生成时间；课程；教师；学生；用户；文件存储（个数 + 大小）；媒体（个数 + 大小）

最近开始的课程 名字

最近结束的课程 名字

最近登陆的用户 Id

表 1  Sakai 数据统计

表 2  管理员视角下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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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记录了学习者学习活动中产生的具体

数据，具体内容如表 3 所示。所有部分的展现方

式都是图表类型，当用户将鼠标移动到图表中时，

分类 内容

按日期划分的活动 时间 + 活动项数 + 页面视图数

按类别划分的活动 类别 + 页面视图数

评分分布 百分比学生 + 分数

课程统计 总计，作业，学生，文件存储

讨论 讨论帖，新建讨论，新建讨论条目

作业 作业小组，课程标准说明，所有评分标准说明

活动学生 为接受的学生

测验 测验题，测验提交

分析一级分类 分析内容 二级分类 分析内容

活动
时间 + 参与项 + 页面视

图数

提交文件
作业名称 + 到期日期 +
缺少百分比 + 准时百分

比

评分
名称 + 高分 + 中等分 +

低分

学生
页视图；参与；提交文件；

当前分数
活动 时间 + 页面查看数

通信 学生与老师通信数 + 时间

提交文件 作业名称 + 按时提交 + 没按时提交 + 未交

为接受的学生

评分
课程名称 + 最高分 + 中等分 + 最低分 + 该

同学该课程分

表 3  管理员视角下的课程分析

表 4  教师视角的课程分析

中，指对一门课程的课程分析。其中所有数据的

展示方式都是图表类型，用户可以将鼠标放置图

中观看各个节点的详细数据。数据分析分类为一

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具体内容如表 4 所示。教师

可以查看学生的互动报告，并且可以在学生的评

分中看到作业的具体信息，截止时间，评改内容，

分数以及学习的掌握程度（某项内容的掌握程度

体现在相关作业的最高分数）。

会看到某节点的具体数据，非常清晰准确的记录

了用户数据。

教师视角的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在“查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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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 Canvas 具体记录项 记录内容 Sakai 具体记录项 记录内容

访问
数据

教师人数 数量 访问量 数量

学生人数 数量 访问人数 数量

用户人数 数量 本站点成员 成员名称

最近登陆的用户 用户名称
访问过本站点的站

点成员
成员名称

学生浏览页面
按时间分布的浏览页面数

量
没有访问过本站点

的站点成员
成员名称

教师浏览页面
按时间分布的浏览页面数

量

表 5  数据统计内容对比

3 Canvas，Sakai 平台统计分析功能

对比

3.1 数据分类方式对比

Sakai 平台和 Canvas 平台在数据统计的分类

方式上有很大不同。Sakai 平台将所有数据分为访

问、活动和资源三类，在每一类数据中可以对其

选择进行日期、工具或事件的不同展示方式。用

户可以明确的查询到自己想要的数据属于哪一种

类型。Canvas 平台认为所有数据的产生都来自于

“活动”，它将“活动”数据分别按照时间、类

别划分。用户可以通过数据的展示来了解到自己

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情况。Sakai 平台的分类方式

属于树形结构，注重将数据的内容进行分类。而

Canvas 平台的数据分类是扁平化的，更注重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数据变化的展示，让教师了解课

程的发展情况，学生学习的变化情况。

3.2 数据展示方式对比

Sakai 的数据展示方式是图表结合表格。图的

类型有柱状图，饼状图，时序图三种，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展示的方式。Canvas 的数

据展示方式几乎全部用表完成的。并且其中可以

通过将鼠标放置在表上来获取具体某节点的数据

内容。Sakai 在数据展示方面更加注重数据内容和

配图相结合，尽量把所有内容都显示在屏幕上，

而 Canvas 在数据展示方面更加注重简洁直观性，

不直接将所有数据都展示在界面上，但用户可以

看到每个节点的详细数据。

3.3 数据统计内容对比

将数据统计分为访问数据，课程资源数据，

教师活动数据和学生活动数据四个方面来看，其

中数据收集量方面，Sakai 比 Canvas 能收集到的

数据更多。Canvas 更重视学生学习行为的数据收

集，教师的行为数据记录很少，即使是教师日志，

在展示中也是和学生数据绑定在一起的，为了能

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而 Sakai 将教师和学

生都看作用户，对所有用户的行为数据都进行收

集。Canvas 统计数据的方式主要是按照学生在学

习活动中会产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分类统计，Sakai

是将学生和教师在课程中大部分可能产生的行为

都记录下来。因此在数据统计方面 Sakai 的记录项

更加详细，能涉及学生和教师的每一个具体行为，

而 Canvas 更注重将活动数据分类，记录行为活动

中需要的数据，而不是任何行为数据都进行记录。

具体内容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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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数据

1. 课程 数量 1. 文件 数量，大小

2. 最近开始的课程 名称 2. 文件打开次数 数量

3. 最近结束的课程 名称
3. 被打开次数最多

的文件
名称

4. 文件存储 大小
4. 打开文件最多的

用户
用户名称

5. 媒体 大小

教师活动数据

1. 通信
按时间分布的通信数量，

通信对象
1. 读取帖子 读取时间，帖子名称

2. 教师日志
按时间排列的教师日志内

容
2. 读取资源 读取时间，资源名称

3. 发布通知 发布时间

4. 添加资源 添加时间，资源名称

5. 删除聊天信息 删除时间

6. 修改资源 修改时间，资源名称

7. 发布聊天信息 发布时间

8. 新建帖子 新建时间，帖子名称

学生活动数据

浏览视图
按时间分布的浏览视图数
量、按活动分布的浏览视

图数量
1. 读取帖子 读取时间，帖子名称

讨论 讨论时间，参与比重 2. 读取资源 读取时间，资源名称

作业 作业分数，递交时间 3. 发布通知 发布时间

考试 考试分数，排名 4. 添加资源 添加时间，资源名称

通信
按时间分布的通信数量，

通信对象
5. 删除聊天信息 删除时间

6. 修改资源 修改时间，资源名称

7. 发布聊天信息 发布时间

8. 新建帖子 新建时间，帖子名称

3.4 两平台数据统计特点对比

Canvas 数据统计的特点在于简单直接的将教

师和管理员需要的数据展现出来，追求数据的精

致，而不追求数量。Canvas 将统计内容细化，并

且数据十分精确，更加注重教学过程中的数据变

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管理员能够更加清晰地

了解目前平台的使用状况，教师能够更加直观地

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了解，对学生进行评价。

而且 Canvas 还有数据分析的功能，它可以将数据

进行简单的分析，让教师更好的对学生进行评价。

Sakai 数据统计的特点与 Canvas 相反，它更

加注重数据收集的全面性，将每一个用户所能产

生的行为都进行统计，无论是管理员还是教师想

要什么数据都可以从平台中调取出来。并且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自定义报表，定制出个性化的



050

情报工程 第 2 卷   第 3 期 2016 年 6 月

展示方式与统计数据。

3.5 总体对比和建议

目前美国在学习平台的数据利用上处于领先

的地位，早在 2004 年，有研究者利用聚类算法对

课程中的用户行为进行研究，找出学习行为相近

的学习者。将数据挖掘应用于测量学生在在线学

习论坛中的贡献值。2005 年，美国佐治亚州大学

的研究人员对高中学生的 GPA 和 SAT 数学成绩

通过判别式分析对他们的在线通识教育课程的完

成情况进行预测。坎贝尔在普渡大学发表的论文

中，对课程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和学生人口统计信

息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出

一个能预测学生学习结果的预测模型。罗梅罗等

人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在 Moodle 平台上进行研究。

近年来 Bravo Agapito 等人利用 c4.5 决策树规则来

对在线学习系统中的学习不佳表现进行判别分析。

2007 年普渡大学就提出了通过对学生的素质评价

和在线学习行为数据对学生的成绩进行预测的预

测模型，并在 10 年基于普渡大学的 Blackboard 上

实现了预测模型的开发部署，在实际使用中取得

了非常好的结果 [10]。马里斯特大学在 12 年对普渡

大学的预测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提出了 OAAI

预测模型，在对学生平台数据进行分析的同时能

对学生进行自适应的引导，进一步利用大数据分

析方法对学习数据处理，并将学习数据分析模型

扩展到了 Sakai 平台，并且精准度进一步提升，目

前已经可以部署在马力斯特大学的 Sakai 平台上，

并且将源代码公开，所有的机构和学者都可以在

此基础上进行扩展研究 [11]。目前国内在学习平台

的数据统计分析方面也有所突破，例如立思辰公

司推出了有效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相结合的

学习平台，学生可以在平台上看到自己考试相关

的详细数据统计和分析，了解知识点得分率和进

步情况。国内外先进的大数据学习分析研究对目

前学习平台的统计分析功能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本文通过研究了解到 Canvas 和 Sakai 平台对

于数据统计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两个平台在数据

统计功能上各有优势和不足。Canvas 在数据展示

呈现方面更加简洁直接，它将学习过程分类进行

数据统计，和学生的成绩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

让教师更容易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了解和评价。

但 Canvas 对于数据的分类统计并不够全面，不能

够适用于每一位教学者，只能说为大部分的教师

和管理员提供了便利。Sakai 的优势在于它的数据

统计非常全面，并且可以定制，可以满足任何一

位教师和管理员的需要。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

过分注重数据的全面而忽略了数据统计功能的实

用性。Sakai 的界面设计不够人性化，并且杂乱无

章的数据内容很大一部分是用不到的，会造成空

间浪费。用户体验并不好，数据之间也没有什么

联系。两款平台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在于数据统计

后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平台不能将数据进行

计算得出有效的结论提供给管理员和教师。管理

员和教师只能凭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按照

经验对学生进行指导，而不能通过平台对数据的

分析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准确的定位。

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应用情况以及对两平台

的对比分析来看，一个优秀的学习平台应该同时

注重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两部分功能的平衡发展。

一方面能够将数据统计的更加全面，在展示中要

有条理，从用户的视角出发来设计展示方式。另

一方面应该加大分析力度，对统计的数据进行深

度分析，统计数据经过计算，进行系统分析，对

学习过程行为进行分析，预测，对教师和学生进

行指导。

根据以上分析以及目前主流学习平台的现状

得出，目前学习平台在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分析

方面还有很大欠缺。根据学习平台的数据分析需

求对比，目前学习平台的不足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缺乏对学生的即时反馈。目前的主流学习

平台数据分析功能主要为教师服务，忽略了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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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主学习的影响。

2. 缺乏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目前学习

平台纷繁复杂，对学生的数据抓取存储也没有统

一标准，因此对数据处理学习分析的过程造成了

一定的阻碍。大多数平台只能利用数据进行简单

的分析，没有经过科学的研究得出有效的分析方

法。这样的分析结果对于教学的作用非常有限。

3. 缺乏对平台操作性的设计。目前的学习平

台主要功能基本一致，由于多数学习平台为学校

使用，而非商业化，因此在系统的界面设计，功

能展示设计方面都有所欠缺。很多平台的界面传

统，没有新意，让学生和教师提不起兴趣。另一

方面，一部分平台只注重功能的多样性，忽略了

平台的操作性，导致软件非常难用，甚至对教学

都产生了影响。

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吸取可以利用的先进

理论和成熟的研究方法，结合本国国情以及学校

学生的实际情况，在研究中进一步改进，得出新

的发现，创造出新的结果并对目前的学习平台进

行改进。

针对目前学习平台的统计分析功能的不足，

提出以下建议：

1. 增加学生反馈的功能，让学生能够及时了

解自身的学习情况，进行调整。

2. 增加对教师和学习者对于教学和学习过程

的需求进行深入了解，进一步将平台统计分析功

能的需求细化，让教师和学生能够得到有利于教

学和学习的数据，改善教学过程，提高学习效率。

3. 更加深层次的研究数据挖掘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提出更多科学的分析方法，使得学习分析

的结果更加全面、深入，在教学过程中发挥更积

极的作用。用可量化的数据对教学过程和学习过

程进行引导，最大程度上发挥数据的价值。

4. 请专业的设计人员对平台的页面布局、功

能展示进行设计，让学习者和教师更加便捷的试

用学习平台。

4 结语 

由于客观条件，研究视野和实际研究水平有

限，在本研究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由于资源

有限，只针对 Canvas 和 Sakai 系统进行研究，研

究范围窄。目前存在的主流教学管理系统还有很

多，虽然都有共性，可以将更多的教学管理系统

纳入研究范围使研究更宽泛，使对比更加强烈，

共性和异性更加鲜明；主要对平台的基本功能进

行对比，可以增加更多相应实际应用的研究介绍

来丰富本研究。对目前的大数据技术了解不够深

入，不能对大数据技术应用在教学系统中提出更

明确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对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技术进行一定了解和研究，对比大数据分析在商

业化的产品中的应用，提出相应的在教学系统的

数据分析中使用的具体建议。目前国内对于利用

学习平台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的研究还处于初

级阶段，大部分的研究只是针对数据进行算法研

究，没有考虑到实际应用如何跟学习平台进行结

合，侧重点没有关注到教学平台的数据统计分析

功能应该如何发展，将什么样的数据怎样可视化

呈现在用户眼前。但随着大数据的技术发展，以

及目前在教育中对数据分析的不断探索，学习系

统必将越来越智能化，平台的统计分析功能将会

越来越丰富，对教学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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