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6 期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Vol.34 No.6 
2022 年 6 月 Journal of Computer-Aided Design & Computer Graphics Jun. 2022 

                    
收稿日期: 2021-12-15; 修回日期: 2022-03-2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802339, 61872314, 62177040); 浙江省科技计划

(2021C03137); 浙江省科技厅公益项目(GF20G010005, GF20F020065); 浙江大学 CAD&CG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A2001, A2224). 

周志光(1983—), 男,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CCF 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可视化与可视分析; 王飒清(1998—), 女, 硕士研究生, 

CCF 学生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可视化; 刘玉华(1988—), 男, 博士, 讲师, 硕士生导师, CCF 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可视化

与可视分析; 王勇(1989—), 男, 博士, 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可视化、视觉分析、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 王毅刚(1971—),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CCF 会员, 论文通信作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虚拟现实与可视化. 

 

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数据可视分析综述 

周志光1), 王飒清1), 刘玉华1), 王勇2), 王毅刚1)*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杭州  310018)  
2)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188065)  
(yigang.wang@hdu.edu.cn) 

摘  要: 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是面向用户提供教学资源的线上学习平台. 从

MOOC 数据类型、MOOC 数据可视化方法和 MOOC 数据的可视分析应用 3 个角度进行综述. 首先介绍 MOOC 中的

文本数据、视频数据、拓扑结构数据和时空数据; 然后对不同数据类型常用的可视化方法进行论述; 再介绍 MOOC

数据可视分析在在线学习行为分析、论坛交互活动分析和学生表现结果分析等方面的应用; 最后对 MOOC 数据可视

分析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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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 are free online courses that provide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users. In this paper, related work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data types of MOOC, 

MOOC data visualization, and visual analysis applications of MOOC data. First, MOOC data is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including text data, video data, topological data, spatio-temporal data, and their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are introduced. Then, the common visualization methods of different data types are discussed. 

Furthermore, the major applications of visual analytics approaches in MOOC data analysis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online course learning, online tests and exams, online forum interaction and so on. Finally,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 work on visual analytics of MOOC data are discussed and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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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 以大型开放式

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为

核心的教育平台(如 Coursera, edX 等)吸引了数以

亿计的学习者在线上学习和交流. 在 MOOC 教学

过程中, 平台收集了丰富的学习者网络日志数据, 

其中不仅包括文本、视频等媒体类型数据, 还包括

拓扑结构数据和时空数据等 . 这些数据全面记录

了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行为表现 , 为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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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教育研究人员评估教学方案并提升教学质量, 

以及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等需求提供了素材和帮助.  

可视化与可视分析技术以图形的方式直观地

呈现隐含于数据中的特征模式 , 帮助用户从大量

数据中推断出有用的信息 . 近年来 , 研究人员在

MOOC 数据可视化与可视分析方面展开了大量的

工作 , 以支持用户通过各种视觉帮助和丰富的交

互来分析数据. 例如, 在学习行为分析方面, 它帮

助普通用户更轻松地探索不同学生的行为模式 , 

了解不同类型的学习群体[1]; 在论坛交互方面, 它

能直观地展示学生的情感变化和交互频率 , 协助

用户更深入地分析学生的情绪变化和社交动态[2]; 

在学生表现方面 , 它也为用户提供了许多关于学

生表现趋势的有用见解[3].  

由此可知, 可视分析技术在 MOOC 的各方面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 国内外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献

综述对其进行总结和讨论, 如 Wu 等[4]从应用的角

度出发, 将 MOOC 论坛可视化分为预测表现、理

解情绪和预测社会行为模式 3 个类别, 并分别对每

个类别中已有的可视化系统进行分析和总结; Qu

等[5]通过分析现有的几个典型的 MOOC 数据可视

分析系统, 进一步探讨和总结未来 MOOC 数据可

视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本文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 分别从数据类型、

数据可视化方法、可视分析应用 3 个方面入手, 对

MOOC 数据可视分析进行全面的调研和综述. 首

先, 从数据类型出发, 重点对文本数据、视频数据、

拓扑结构数据、时空数据进行介绍; 其次, 对不同

数据类型的可视化方法展开论述; 接着, 从应用的

角度出发, 对在线学习行为分析、论坛交互活动分

析、学生表现结果分析的相关可视分析论文进行总

结与归纳; 最后, 对 MOOC 教学数据可视分析领

域的难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1  MOOC 数据类型 

大量非结构化的多媒体数据如文本数据和视

频数据 , 表达关系的拓扑结构数据如层次结构数

据和网络关系数据 , 以及表达时间和空间信息的

时空数据等, 在 MOOC 教学过程中被记录下来, 

这些数据为教师和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和探索课

堂学习、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 本节针对不同类型的 MOOC 数据展开介绍.  

1.1  MOOC 文本数据 
文本数据是 MOOC 中非结构化数据类型的典

型代表 , 也是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

数据类型之一. 课程的课件、论坛的互动和学生的

测验中都包含着大量的文本信息 . 研究者通过分

析网络日志文件或爬取 MOOC 网站等途径获取文

本数据, 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发现其中有趣的模式, 

并帮助用户探索其背后的知识和情感等信息.  

Huang 等[6]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对课堂讲义和视

频字幕中的文本数据进行关键词提取, 并将其有序

排列在词云中 , 帮助学习者更方便地复习课程知

识. Hsu 等[7]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对 MOOC 论

坛中与课程概念相关的讨论文本进行分析 , 帮助

教师了解学生容易产生误解的一系列概念 , 从而

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 此外,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

数据中蕴含的情感信息, Hoque 等[8]采用语义取向

计算器的方法 , 对论坛中的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

析 , 帮助用户判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态度的

积极和消极程度.  

1.2  MOOC 视频数据 
视频作为 MOOC 平台上传递知识的重要媒介, 

是学生学习体验的核心. MOOC 视频数据由一系

列连续的帧和字幕组成 , 研究者通过下载或爬取

视频的方式获取数据 , 并通过视频处理或字符识

别等技术分析视频的内容. 一项对 Coursera 上课

程的研究[9]发现, 许多学生跳过在线测验、在线讨

论以及其他含有师生互动的课程内容 , 直接通过

课程视频进行学习, 由此可见视频在 MOOC 中的

重要性 ,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学习状态

和效果.  

目前, 大量关于 MOOC 视频数据的处理工作

是针对视频内容的解读展开的 . 例如 , TalkMiner

系统[10]基于光学字符识别和词法分析法提取并处

理视频中的文本 , 以帮助用户快速地了解视频内

容. MOOCex 系统[11]同时挖掘 MOOC 视频内容和

课程大纲中的文本信息 , 提取每个视频的相关主

题, 帮助用户根据主题寻找感兴趣的视频.  

1.3  MOOC 拓扑结构数据 
MOOC 数据不仅拥有丰富的多维特征, 同时

蕴含着复杂的拓扑结构关系 . 拓扑结构数据分为

层次结构数据和网络关系数据 2 种, 节点和边是这

类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过实体抽取和关系抽

取等技术得到数据中隐含的拓扑结构 , 可以帮助

用户了解和探索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 . 其中 , 层

次结构数据一般存在于 MOOC 课程的流程与结

构中. Pardos 等 [12]提取课程的结构信息, 通过构

建课程树帮助用户了解课程知识中的章节脉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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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  

网络关系数据广泛存在于教师与学生、学生与

学生之间的交互网络 , 以及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先

导关系网络中 . 其中 , MOOC 论坛交互网络是

MOOC 数据分析的热点. Wong 等[13]提取论坛线程

和讨论贴对学生论坛进行分析 , 了解学生与不同

讨论组的互动情况.  

1.4  MOOC 时空数据 
MOOC 中的时空数据有着明显的时间属性和

空间属性, 具有多源、异构和实时等特点. 通过时

空域分析技术, 可以完成时空预测、时空模式挖掘

和时空异常检测等诸多任务. 其中, 时间属性对应

的时间序列数据在 MOOC 中分布广泛, 如学生观

看课程视频时产生的点击流数据、平台每天的注册

人数以及论坛中每周的帖子数等 . 分析时序数据

有利于用户了解事件的变化情况 , 并挖掘其中的

发展规律. VisMOOC 系统[14]通过记录选定 MOOC

视频的观看情况 , 为用户分析视频的在线观看人

数与重要时间节点(如考试测验周、期中期末考试)

之间的关系提供可视工具.  

一般通过调查学生登录时的 IP 地址以及注册

时填写的位置信息 , 可获得空间属性对应的地理

空间数据, 如所在城市、国家或地区等. 分析地理

空间数据可以帮助用户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

使用 MOOC 时的行为差异. 如 PeakVizor 系统[15]

通过分析点击流数据的空间属性与学习持久性之

间的关系 , 帮助课程教师和教育专家了解不同地

区学生的学习差异.  

2  MOOC 数据可视化方法 

可视化可以直观地呈现和表达数据 , 帮助用

户快速掌握数据背后的含义. 因此, 研究人员针对

不同类型的 MOOC 数据, 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可视

化方法 . 本节对不同数据类型的可视化方法进行

总结和回顾.  

2.1  MOOC 文本数据可视化 
MOOC 文本数据可视化为人们掌握文本中的

知识和情感等信息提供了便利 . 与传统的文本可

视化方法类似, MOOC 文本数据可视化工作可分

为基于词频和基于语义 2 种. 其中, 基于词频的

MOOC 文本数据可视化方法有词云和柱状图等. 词

云和柱状图简单易懂, 能直观地反映特定文本的内

容, 在 MOOC 文本数据分析中应用十分广泛. 包昊

罡等 [16]通过词云将在线协作讨论中的高频关键词

按照不同的颜色和大小进行可视化. LDAvis[17]利用

柱状图展示与论坛中某个特定话题最相关的一系

列术语 , 浏览者可以通过查看每个主题中的相关

术语(即关键词)探索这些主题的意义和流行程度. 

孙雯中[18]采用柱状图统计了论坛话题中的文本关

键词的词频 , 从而帮助用户了解学习者讨论的热

点话题.  

研究人员也有从语义的角度出发对 MOOC 文

本数据展开可视化工作. 例如, Hoque 等[8]将常见

的关键词提取技术与情感识别的文本分析结果进

行组合, 并与用户 ID 建立关联, 直观地反映论坛

对话的情绪状态 , 帮助使用者更好地实现论坛文

本数据的多方面探索. 

2.2  MOOC 视频数据可视化 
在现代教育领域 , 已有许多与视频数据结合

的可视化工作. EmotionCues 系统[19]通过情感识别

模型自动检测课堂视频中学生的情绪, 帮助教师和

家长快速地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 Li 等[20]提

出的在线测验可视分析系统 , 通过多视图联动技

术可视化学生考试视频中的姿势以及点击流行

为 , 帮助监考人员快速地识别可能有作弊倾向的

学生. 如图 1 所示, 该系统由问题列表视图、学生

行为视图、视频回放视图等多个视图组成 , 监考

人员可通过控制面板进行在线考试的选择和参数

的调整. 

MOOC 视频数据可视化方法注重以视频的片

段或整个视频为基础 , 通过增加辅助图形增强用

户对现有视频的理解. 例如, Cooper 等[21]对用户选

定的视频进行文本检测 , 并提取文本中包含的相

关概念信息加以展示; Chatti 等[22]设计 Heatmap 组

件增加视觉辅助 , 帮助学生快速地定位学习材料

中的重要部分; Sharma 等[23]收集教师的眼动数据, 

通过可视化教师的凝视轨迹来突出幻灯片上的重

要区域, 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 

2.3  MOOC 层次结构数据可视化 
MOOC 层次结构数据可视化可以帮助用户更

好地理解数据之间的包含和从属关系 , 常见的可

视化方法有树图和圆形嵌套图等 . 与传统的基于

空间填充的树图[24]相比, MOOC 中的树图更注重

表示节点和边之间的关系, H 状树、圆锥树和放射

树均为 MOOC 树图常见的表现形式. Deng 等[25]采

用可折叠的放射状树展示考试问题和作业问题之

间的相关性 , 使教师可以根据该相关关系及时反

馈和提高教学质量. 当数据量增大时, 树结构的枝

干越发茂盛 , 会给用户的理解带来干扰 . 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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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线测验视频数据可视化[20] 
 

下, 圆形嵌套图的方法虽然更占用空间, 但它固有

的空白区域也使数据的层次感更容易理解. 例如, 

Silius 等[26]针对在线教学中学生小组的讨论内容, 

采用圆形嵌套图直观地反映小组讨论过程中所涉

及主题之间的关系 , 并设置配置面板支持用户改

变投票、视图和时间等变量的值, 以帮助用户根据

自己的需求探索不同的可视化效果 . 为了更好地

理解 MOOC 背景下的在线论坛, Atapattu 等[27]也使

用圆形嵌套图对 MOOC 论坛帖子中的主题进行可

视化, 以便用户对 MOOC 论坛中的讨论主题进行

识别和分类. 

此外, booc.io 系统[28]针对学习材料中的概念, 

结合层次概念图和动态非线性学习路径 , 将材料

的线性结构表示为一个学习计划的形式, 如图 2 所

示. 通过动态查询和添加学习材料等交互, 帮助学

生探索个性化的学习路线.  

 

 

图 2  MOOC 层次概念结构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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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OOC 网络关系数据可视化 
可视化方法能够帮助用户全面而深入地探索

网络中隐藏的复杂特征和关联模式 , 节点和边是

网络数据可视化视图中最常见的元素 . 传统的节

点链接图作为网络关系数据可视化最常用的布局

方式之一 , 具有简洁和布局灵活等特点 , 在

MOOC 网络关系数据中也应用广泛. Saqr 等[29-30]

采用带方向的节点链接图对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

互进行分析 , 并用节点大小映射每个学生的活跃

程度. Ho 等[31]采用节点链接图可视化哈佛大学课

程和麻省理工学院课程的学生流入 /流出流量情

况 , 帮助教师了解不同课程的受欢迎程度 , 进而

有针对性地改进课程安排.  

力导向图有着良好的对称性和局部聚合性 , 

常用于复杂网络可视化 . VisForum[32]将一个线程

中论坛用户之间的交互可视化 , 论坛成员以小圆

的形式呈现 , 圆形半径和颜色分别映射该论坛成

员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链接宽度映射 2 个论坛成员

之间的相互回复频率 , 帮助用户直观地了解节点

之间的交互频率.   

2.5  MOOC 时间序列数据可视化 
时间序列可视化着重突出数据的时间属性 , 

传统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视化方法有日历图和三维

图等, 它们都有沿着水平时间轴排列事件的特点, 

在 MOOC 中使用广泛. 例如, CourseVis 系统[33]采

用三维图的方式按时间次序依次排列论坛上不同

时期发布的讨论帖 . 该系统将论坛中的帖子用球

体表示, 结合坐标轴上的主题、参与者和发帖日期

等信息确定球体的位置 , 帮助教师快速地掌握论

坛帖子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当数据集变大时 , 密集的可视化信息可能会

增加用户的认知负担. 因此, 研究人员将大型数据

集中的数据聚合分类 , 并采用数据流的方式模拟

数据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例如, ViSeq 可视分析系

统 [34]针对学生的学习顺序, 通过双向弦图表示学

生学习序列的过渡情况 . 为了让用户一次看到更

长的序列, 系统将同一周内的事件(在视觉上以相

同的颜色出现)压缩成一个颜色条, 用户可以通过

单击它展开任何段 , 从而清楚地感知学习者在不

同周之间过渡的差异.   

2.6  MOOC 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 
地理空间可视化能够有效地融合数据挖掘技

术和可视化设计, 全面而细致地分析和探索地理空

间数据中隐含的多维、时空、动态和关联等特征[35]. 

地图作为地理空间数据常见的一种可视化方式 , 

能很好地呈现数据的空间属性 , 与复杂的空间立

体可视化方法[36]相比, MOOC 地理空间数据可视

化方法注重点与区域的表达. 其中, 基于点状地图

的可视化方法适用于表示数据在地理空间上的分

布情况 , 而基于区域地图的可视化方法常用于区

域之间数据的对比. 

Emmons 等[37]借助点状地图的形式对 MOOC

学生的生源地进行可视化的呈现. 其采用圆圈的大

小映射相关区域参与学生的数量, 不同的圆圈颜色

映射不同的年份, 为用户了解不同年份使用 MOOC

的主流国家分布提供帮助. Dernoncourt 等[38]通过

基于区域地图的方法 , 将每个国家的证书获得者

与注册人数的比率呈现在地图上 , 颜色越深比率

越高 , 为用户分析各个国家之间学生学习完成度

的差异提供便利.  

3  MOOC 数据的可视分析应用 

对 MOOC 数据进行可视分析, 不仅能直观地

向用户展示学生的行为、互动和表现等信息, 还能

通过大量的数据识别其背后的规律 , 进而开发与

设计一些实际性的应用. 现有的 MOOC 数据可视

分析工作根据其应用领域分为在线学习行为分析、

论坛交互活动分析和学生表现结果分析 3 个方面, 

本节分别对它们进行总结和归纳.  

3.1  在线学习行为分析 
常见的在线学习行为可视分析工作是基于鼠

标点击数据和学习序列数据展开的 . 例如 , Wang

等[39]采用时间重映射的方式展示了点击流数据随

时间出现、发展和消失的过程, 帮助普通用户更轻

松了解学生的行为模式. Xia 等[40]提出了一个视觉

分析系统来分析学生在 K-12 数学电子学习平台上

的鼠标移动数据 , 帮助教师快速地发现学习材料

设计中可能存在的缺陷 , 并对不同学生具体解决

问题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 Chen 等[34]针对学习序

列数据提出了一个可视分析系统 ViSeq. 如图 3 所

示, 系统使用序列模式挖掘方法处理不同粒度级别

的数据, 采用发现学习者群体的投影视图、挖掘学

习者学习行为的模式视图和探索连续事件之间转

换的序列视图等多个视图呈现每个学习者的学习

顺序, 并对相似个体进行比较, 旨在帮助用户更好

地理解学习序列和性能之间的相关性 , 进一步表

征不同的学习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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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习序列可视分析系统 ViSeq[34] 
 

此外, 可视分析工具 CCVis[1]采用高阶网络和结

构分类等先进技术, 对常见的学生学习行为进行分

析、分类和总结, 并探索学生行为模式和等级分布的

关系. Mu 等[41]开发了一个可视分析系统 MOOCad 以

检测和解释异常学习活动. 该系统采用了一种集成

算法 , 基于学习序列数据对异常群体进行识别和

推理. 如图 4 所示, MOOCad 的界面由查询视图、

阶段内学习模式的探索视图、针对个人的学习路径

视图以及频繁模式视图组成, 通过多个角度和丰富

的上下文信息对学生的非典型学习活动进行解释. 
 

 

图 4  异常行为检测系统 MOOCad[41] 
 

3.2  论坛交互活动分析 
MOOC 论坛中的异步讨论为学生提供了互动

和交换信息的绝佳机会 , 也为教师提供了关于课 

程内容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宝贵意见 . 目前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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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活动分析相关的工作可分为情绪理解和社会

行为识别 2 类.  

情绪理解的重点是通过分析讨论论坛表达数

据, 从而洞察学生的情绪. 例如, Schubert 等[42]提

出了一个使用微软文本分析程序接口分析论坛讨

论情绪的可视化系统 . 整个课程期间的班级整体

情绪用箱线图中的分数表示 , 使用户可以很容易

地观察情绪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Wu 等[43]提出的可

视分析系统 NetworkSeer, 通过平行坐标图和网络

图可视化论坛中的交互信息 , 将学生的时间导向

行为和课程表现与社会互动相结合 , 帮助用户了

解不同类型学生对论坛的态度.  

社会行为识别通过分析论坛中的讨论内容识

别学生的社会行为. 例如, iForum 系统[44]将异构论

坛数据(包括用户、帖子和线程)中的动态模式以 3 种

不同的尺度进行呈现. 如图 5 所示, 该系统可以方便

教师识别不同成绩学生之间的行为差异, 并检查不

同用户群体之间的社交互动. 类似地, ForumDash[45]

也对学生的社交行为进行了可视分析 , 它不仅通

过潜在语义分析和聚类方法构造论坛主题聚类散

点图 , 还利用学生回复网络图揭示了哪些学生有

着最多的讨论数量 , 从而帮助教师确定学生中的

思想领袖.  

可视分析系统 MessageLens[2]采用自动数据分

析技术从不同的数据提取学习者活动信息 , 构建

有关论坛主题、交流文本和论坛用户交互的多个视

图, 帮助 MOOC 教师从不同角度整合信息, 更全

面地了解论坛.   
 

 

图 5  社会行为可视分析系统 iForum[44] 
 

3.3  学生表现结果分析 
学生的表现结果反映了学生对某一门课程的

兴趣程度和收获水平. 分析学生的表现情况, 既可

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未来成绩走向 , 还可以及

时发现有辍学想法的学生.  

例如, Trimm 等[46]根据学生的成绩进行分组, 

并可视化每组的成绩变化情况. 其中学生课程的历

史数据用二维轨迹表示 , 这些轨迹用学期成绩着

色. 教师根据轨迹的大致走向可以大致了解每组未

来的成绩变化. 不过轨迹的混乱降低了可视化的体

验, 很难让人观察到单个学生的进步. 相比之下, 使

用节点链接图进行可视化表示的 KeyGraphs 系统[47]

要简洁许多 . 该系统使用文本挖掘分析工具预测

学生的学习成绩 , 帮助教师对教学效果和学习创

新进行评估. 为了推测学生是否会辍学, 大多数研

究人员使用了累积平均绩点 (cumulative grade 

point average, CGPA)[48-49]和平台日志数据等进行

分析. Chen 等[3]提出可视分析系统 DropoutSeer 通

过 3 种不同类型的学生活动日志(即点击流、论坛

帖子和作业记录)分析学生的辍学倾向. 如图 6 所

示, 该系统集成了展示学生群体的聚类视图、分析

学生表现的时间轴视图和了解论坛交流活动的流

视图等不同类型的视觉设计 , 不仅能使分析人员

得知哪些学生有辍学倾向 , 还能从多个尺度了解

学生辍学的原因 , 进而针对这部分学生采取一些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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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辍学倾向可视分析系统 DropoutSeer[3] 
 

3.4  其他可视分析应用 
也有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其他 MOOC 可视分

析应用, 如在线编程和在线做题等. QLens 可视分

析系统 [50]通过分析学生解决问题时的行为日志 , 

帮助问题设计师检查详细的问题解决轨迹. 如图 7

所示, 系统由宏观层面的整体表现视图、中观层面

的学生解题步骤视图以及微观层面的路径视图组

成 , 从多个角度帮助用户分析学生解决问题时的

行为表现. PeerLens 可视分析系统[51]针对现有的在

线编程平台如 LeetCode, 通过识别相关的同伴学

习群体, 比较他们的学习表现, 提出了一种通过提

交类型建模学习路径的方法 , 并通过一种整合的

拉链式视觉隐喻方法促进用户对学习路径的理解

与规划. 
 

 

图 7  在线做题可视分析系统 QLens[50] 
 

4  结  语 

本文对 MOOC 数据现有的可视分析系统和方

法进行了综述, 根据现有的成果, 讨论了 MOOC

中不同数据类型及其可视化方法, 以及 MOOC 数

据可视分析的相关应用 . 目前在线学习平台的注

册学习人数不断上升, MOOC 教学数据也变得越

来越复杂, 教学数据可视分析的需求只增不减.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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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该领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 有待进一步

研究和探索.  

(1) MOOC 教学多模态数据协同可视分析 

MOOC 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量庞大、种类

繁多. 每种来源的数据都可以看作一种模态, 如在

线学习平台中的视频、音频和文本数据, 以及智慧

环境下收集的眼动和体态数据等 . 多模态信息的

整合与利用 , 对于教育数据分析与规律挖掘具有

重要价值[52]. 目前, 大多数 MOOC 数据可视分析

工作只是对平台日志文件中的少数几种基本信息

数据进行分析 , 并没有将各种多媒体数据以及物

理或虚拟世界中的教学数据充分利用起来 . 如何

采用可视分析手段有效地结合各种模态数据 , 达

到对在线学习平台中某一种现象、过程或环境的完

整理解, 将是未来值得探讨的一个方向.  

(2) MOOC 教学质量评估 

对 MOOC 教学质量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 能

帮助教师对教学的成果有清楚的了解 . 然而 , 

MOOC 本质上是一种“师生相对分离”的远程教育, 

教学过程中教师并不能像传统课堂教学那样实时

监控教学过程、评估课程的教学质量. 目前大多是

通过观察学生的成绩的高低这个唯一指标衡量教

学的质量. 未来应从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参与水

平和信息处理等多个层面, 全面地对 MOOC 教学

质量进行评价.   

(3) 混合教学质量提升 

由于近几年疫情的反复影响 , 许多学校推出

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 . 要想达到应有的教学

质量, 需要在线上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 帮助学生

理解基础知识; 线下组织活动, 检测学生的学习成

果或针对疑难点进行讲解. 然而, 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 学生的学习状态很难同步环境的变化, 教师也

很难时刻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 . 可视分析方法已

在许多领域取得出色的成就 , 如何通过可视分析

方法将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的优势充分结合 , 帮

助教师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过程, 改进教学目标, 

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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