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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变迁的过程，而高等教育是推动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力量。如何调适

自身来适应大数据时代与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实现良好的现代转型，是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

临的重要难题。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代表性变量并筛选出典型指标，通过构建多元逻辑回模型

来分析当代大学生对大数据应用高等教育的满意程度，并对现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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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theory holds that modern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and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How to adapt 
itself to the real needs of the big data era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achieve a good modern trans-
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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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select representative variables and se-
lect typical indicators. By constructing a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satisfaction of con-
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higher education is analyzed, and ra-
tional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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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技术使文字符号转换成

了数字符号，并以更加开阔的受众水平，高效的检索效率等技术特色为人们所接受和推广。2015 年，中

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建立，智库的建成将实现信息大数据与教育发展的深度对接融合，对于全面深化教

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推动教育强省和教育强国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2019 年，《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建设只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至此，教育

改革在一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已经正式开始。 

2. 研究现状 

虽说大数据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已开始兴起，但如何调适自身来适应大数据时代与高等教育的现实

需求，开辟适合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崭新路径，实现良好的现代转型，是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

临的重要难题。目前展开此类研究有左国杰(2018)结合大数据应用的课堂教学改革实验研究[1]；杨正云

(2019)基于大数据技术下若干问题调查及分析[2]；陆根书(2022)大数据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及面临的

挑战[3]；李程(2019)大数据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4]；李赟(2012)大数据在高校的应用研究[5]。 

3. 现状分析 

(一) 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当今时代数据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大数据凭借着其大容量，高生产速度在广泛领域有着大量的应用。

高等教育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以大数据技术作为其快速发展的前沿科技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知网一直是学术界研究领域的权威，本文通过搜索关键词为“大数据”加“高等教育”，选择 2010~2021
年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并在英文数据库 ScienceDirect 以“big data”和“higher education”为主题

对同期英文文献进行检索统计，可以了解国内外大数据应用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3]。汇总结果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中英文相关的研究文献在近十年内均有高速增长，相比较英文文献，中文文献的数量

较少，增长速度比较平缓且 2011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相关文献，后面几年逐渐增长，直到 2019 年已达到

450 篇，之后趋于下降。英文文献在 2010 年已经超过 3000 篇，直到 2021 年超过了 14,000 篇的索引量。 
(二) 大数据主要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由图 2 可知，大数据应用的主要领域是教学评价、分析教育行为、质量工程、在线教育平台以及科

学化管理五个领域，其中分析学生学习行为和在线教育平台的使用率相较其他三个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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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ig data application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2010~2021) 
图 1. 大数据应用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2010~2021 年) 

 

 
Figure 2. Big data main application fields 
图 2. 大数据主要应用领域 

4. 基于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的满意度分析 

(一) 各观测变量及其对应的测量问卷 
依据调查问题的设计，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能较好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和满意度情况，比较适合研

究，问卷中大致可以使用 5 个一级指标来进行满意度衡量。再将每个一级指标进行细分，得到 14 个二级

指标，使用 123 份有效问卷作为样本，统计每一个样本的指标数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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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ig data applic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大数据应用高等教育满意度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设计 

个人认知 
X1 大数据技术了解程度 学生是否需要培养大数据观念 

X2 在生活中的运用 身边是否有从事大数据技术的人才 

大数据应用 

X3 应用对象 线上学习的主要对象 

X4 应用方法 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线上学习 

X5 数据获取方式 数据获取是否遇到障碍 

(大数据)信息处理 

X6 技术支持 信息设备和教育平台的支持程度 

X7 在线技能 大学生对是否熟练在线学习工具 

X8 数据管理 高校是否建设数据管理中心 

应用效果 

X9 教育资源管理 是否提高管理者工作效率 

X10 学习途径 是否有助于合理规划学习策略 

X11 课堂教学模式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的效果 

学生满意度 

X12 网络信息安全 使用过程中是否受到信息泄露干扰 

X13 应用大学生活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相关产品 

X14 线上教学方面 相比较线下学习，学习效率的影响 
 

(二) 基于 PCA 的满意度评价指标筛选 
1)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假设样本观测数据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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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 
为了方便，假定原始数据标准化后仍用 X 表示，则经标准化处理后数据的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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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R 的特征值 1 2, , , pλ λ λ 和相应的特征向量 

( )1 1, , , , 1, 2, ,i i i ipa a a a i p= =   

4) 选择重要的主成分，并写出主成分表达式 
由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 p 个主成分，但是由于各个主成分的方差是递减的，包含的信息量也是递减

的，所以实际分析时，一般不是选取 p 个主成分，而是根据各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的大小选取前 k 个主

成分，这里的贡献率指的是某个主成分的方差占全部方差的比重，实际也就是某个特征值占全部特征值

合计的比重，即： 

1

i
p

i
i

λ

λ
=

=

∑
贡献率  

贡献率越大，说明该主成分所包含的原始变量的信息越多，主成分个数 k 的选取，主要根据主成分

的累积贡献率来决定，即一般要求累计贡献率达到 85%以上，这样才能保证综合变量能包括原始变量的

绝大多数信息。 
利用问卷中随机抽取的 123位大学生的相关数据，分别求出这 14个指标的解释总方差及累计贡献率，

见表 2。 
 
Table 2. Explain the total variance and the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表 2. 解释总方差及累积贡献率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2.358 18.983 18.385 2.258 18.965 18.405 2,263 15.981 15.941 

2 2.236 15.678 34.174 2.186 15.147 34.192 1.896 13.356 29.368 

3 1.633 11.664 45.333 1.543 11.174 45.376 1.549 10.929 40.277 

4 1.464 10.332 55.866 1.454 10.582 55.828 1.167 8.267 48.598 

5 1.290 9.093 64.945 1.270 9.072 64.971 1.186 7.895 56.425 

6 0.954 7.082 71.977 0.964 7.031 71.923 1.091 7.439 63.828 

7 0.934 6.833 78.782 0.964 6.812 78.755 1.006 7.336 71.110 

8 0.876 6.172 84.897 0.826 6.114 84.838 1.063 7.304 78.437 

9 0.538 4.160 89.078 0.528 4.131 89.032 1.045 7.182 85.667 

10 0.530 3.727 92.813 0.530 3.783 92.824 0.959 7.136 92.874 

11 0.444 2.877 95.708       

12 0.314 2.376 98.014       

13 0.276 1.969 99.958       

14 0.005 0.034 100.06       

 
从表 2 的结果中，前 10 个原始指标变量的累计贡献率为 92.814%。因此，前 10 个公共因子对应的

代表变量作为降维后的测度指标，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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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actor analysis indicators 
表 3. 因子分析选取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个人认知 X1 大数据技术了解程度 

大数据应用 

X3 应用对象 

X4 应用方法 

X5 数据获取方式 

大数据信息处理 X8 数据管理 

应用效果 
X9 教育资源管理 

X11 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满意度 

X12 网络信息安全 

X13 应用大学生活方面 

X14 线上教学方面 
 

(三) 基于 Logit 回归的满意度分析模型 
利用上述指标，选择训练样本，采用逐步迭代的方法，得到模型总体的检验参数，如表 4 所示。 

 
Table 4. KMO and Bartlett’s test results 
表 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540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106.695 

df 91 

Sig. 0.000 
 

表 4 表明，在估计模型参数时，进行到第 10 步迭代终止。−2 对数似然值(−2Loglikelihood)反映了模

型中因变量不能解释的变动部分误差的显著值，Cox&SnellR 方的值在第四步分别是 0.573 和 0.803，说明

模型的拟合度一般，并不是非常显著，结合表 4 综合分析，模型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表 5 列出了变量模型的估计和测试值，除 X8 以外，每个变量都是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X8是数据

管理，属于大数据信息处理方面，可能有很多原因出现这样显著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样本容量波动较

小导致，为了获得全面的索引信息，我们将 X8 添加到模型中。 
 
Table 5. Variables of the model and test value 
表 5. 模型的变量及检验值 

 B S.E. Wals df Sig. Exp(B) 

指标 

X3 −0.370 0.192 3.845 1 0.023 0.639 

X5 −0.134 0.053 5.934 1 0.014 0.862 

X8 −0.053 0.024 2.438 1 0.117 0.932 

X9 0.431 0.145 8.825 1 0.002 1.582 

X11 0.249 0.082 9.327 1 0.001 1.286 

X12 −7.275 2.371 12.560 1 0.000 0.001 

X13 0.002 0.001 4.456 1 0.032 1.002 

常量 1.113 1.002 1.134 1 0.025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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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得 Logit 回归模型： 

( ) 1 5 7 9 10 11 13Logit ln 1.114 0.038 0.132 0.056 0.461 0.259 7.278 0.003
1

pp X X X X X X X
p

 
= = − − − + + − + − 

 (1) 

较为满意的概率为： 

( )
( )

1 5 7 9 10 11 13

1 5 7 9 10 11 13

exp 1.114 0.380 0.132 0.056 0.461 0.259 7.278 0.003
1 exp 1.114 0.380 0.132 0.056 0.461 0.259 7.278 0.003

X X X X X X X
p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2) 

利用(2)式计算的满意度，即可衡量大学生对大数据应用高等教育的满意程度，通过与临界点(0.50)
进行比较，为大数据在高等教育上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依据。通过对样本进行测算得出学生总体成见很小，

满意度较高，所以大数据应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管理，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5. 对策与建议 

1) 搭建大数据平台，优化资源配置 
高校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集成高校目前的教学、科研、管理以及数字化图书馆等信息系统，对硬件

设备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升级，优化软硬件资源的配置，这样能为高校大数据的采集、整合和分析建立一

定的硬软件基础，这也是高校大数据应用更进一步的基本前提。 
2) 重视大数据人才培养，提升数据服务质量 
加强对大数据人才队伍的建设，即对大数据应用人才、大数据管理人才和大数据研究人才整体队伍

的建设。引进和培养大数据应用与管理人才，加强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力，主要包括对大数据应用和

管理人才的引进，对专业数据人才的培养以及对学校教师数据意识和素养提升的培训。可以利用大数据

技术优化评价选项和评价细节，设置针对某一章节的教学进行评价，并且每天或者每周对评价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为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提供参考，改善教学效果。 
3) 建立大数据应用伦理规范，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通过对大数据带来的新技术变革的“顺应”和“同化”，高等教育担负着在文化层次方面对大数据

思考的责任，需从哲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角度去规化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以保证大数据引发

社会变革的有序性和平稳性。 
4)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大数据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良性发展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理念的进步，个性化学习将逐渐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主流方向，大

数据一个用教育和主动学习将成为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时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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