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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大数据为分析学习行为与过程、提升学习绩效、科学规划与决策提供了巨大可能。 当面临社会化学习

中大容量、增殖速度快、具有一定情境特征的海量教育数据时，传统的分析方法遇到了瓶颈。 如何建立可靠的学习分析

模型，对教育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解释，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本文首先介绍了内容语义分析的概念、一

般过程和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课堂内容语义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化学习中的内容语义分析模型和应用

框架，探讨了内容语义分析模型在数字化课堂教学、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构建、网络研修社区教师反思水平分析中的

应用，以期为探索教育大数据环境下的教育研究途径和方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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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大数据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1997 年， 意指难以用

传统方法和工具分析的大量复杂数据。 大数据具有体

量 大 （Volume）、种 类 多 （Variety）、速 度 快 （Velocity）、
易变性（Variability）、真实性（Veracity）和价值密度低

（Value）等六大特性[1]。 教育大数据特指在教育领域中

产生的大数据，如学习行为数据、文本数据、资源、教学

管理数据等。教育大数据为精准分析学习行为与过程、
提升学习绩效、科学规划和决策提供了巨大可能[2]。

学习过程是一种信息加工和传递的过程，包括信

息的产生、信息的呈现、信息的传递、信息的分析与处

理等[3]。在数字化课堂中，教育信息主要包括有关学习

目标和教材分析的教育信息、 有关教学过程的信息、
有关传递过程的教育信息以及有关测试的信息。 典型

的教育信息分析方法有 S-T 分析法、ISM 分析法、项

目反应理论、统计分析法等[4]。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数字化学习、在线学习、网络研修逐渐成为

重要的社会化学习方式， 新的教育信息分析方法，如

学习分析、教育数据挖掘应运而生[1]。 特别是，当面临

社会化学习中海量、增殖速度快、具有一定情境特征

的教育信息时，传统分析方法遇到了瓶颈，如何建立

可靠的学习分析模型，对教育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和解

释，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和难点[5]。
自 2004 年起，美国新媒体联盟每年发布《地平线

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内将会影响教育发展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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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名称 概 念

心理学 语义分析法
运用语义区分量表对事物的意义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 要求被试在若干个含等级的语义量表上对

某一事物或概念进行评价，以了解该事物或概念在各维度上的意义和强度

教育学 内容分析法

实用内容分析
对某些主题词或特定的词汇进行统计分析，并赋予不同的权重（如对不同的字

体、版面位置、排名顺序等），推断其出现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

语义内容分析
语义内容分析是从内容的语义层面进行分析， 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指定分析 、归

因分析、断言分析等

符号媒介分析
只从字面上统计特定符号（如某些主题词）出现的频率，不考虑语义，也不引入

权重等，从中进行内容分析

计算机 语义分析方法 语义分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文本相似度的计算、本体构建、本体推理等

智能技术（如学习分析/教育数据挖掘）成为《地平线

报告》近年来关注的焦点，代表着教育领域的技术应

用发展趋势[6-7]。 Web 技术从 Web1.0 向 Web3.0 发展，
其内涵表现为内容语义特征和社会交互特性的高度

融合， 内容语义分析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面对教育信息带来的研究方法论问题，建立适合教育

信息特征的内容语义分析模型，在教育领域进行尝试

应用，是论文研究的主要目标，以期为教育大数据视

角下的教育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二、相关研究基础

（一）内容语义分析的概念

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内容语义分析的概念和内

涵具有不同的表征形式，见表 1。 内容分析法最早来

源于传播学的研究 [8]，主要原理是对文献内容所包含

的信息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实现对文献内容再现和推

断 。 心 理 学 领 域 ， 美 国 著 名 心 理 学 家 奥 斯 古 德

（Osgood）提出了语义分析法，用于测量相同概念对于

不同人群所产生的不同意义[9]。 一个典型的语义差量

表在“好”和“坏”之间建立七个等级，通常“0”代表“中

立”，“1”代表“少许”，而“3”代表的是“极端”。 语义分

析法主要用于理论检验，个体理解力、态度和动机的

测量，以及对个体的诊断。
教育领域， 内容分析法是对教育内容进行客观、

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10]。 内容分析法又可细

分为实用内容分析、 语义内容分析和符号媒介分析。
如唐烨伟等人采用内容分析法， 分析了 2011—2014
年微课的发展现状 [11]。 尹睿等从课程视角，采用内容

分析方法研究了三大 MOOC 平台课程的课程内容、
课程资源、课程实施、课程评价情况[12]。 管珏琪等以教

师访谈文本为内容分析对象，通过内容梳理、编码和

分析后发现电子书包应用的区域推进现状及策略 [13]。
随着语义网的发展，在信息抽取、机器学习、社会问答

系统、自动文摘等领域的内容语义分析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14]。
计算机领域， 内容语义分析的研究主要包括：基

于句法规则的语义分析、 基于相似度计算的语义分

析、本体库构建中的语义分析以及基于本体的推理中

的语义分析[15]。 针对群体情绪分析中话题内容挖掘和

对应群体情绪分析的难题，研究者引入句法规则和情

感本体库，实现话题内容的准确抽取和情绪单元的准

确匹配，实现群体情绪的量化和可视化 [16]。 本体和推

理等语义技术应用到 e-Learning 能大幅地提升教育

系统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服务水平；设计学科领域本体

库，可以为学科资源动态聚合和适应性学习路径推荐

建立基础[17]。
（二）内容语义分析的一般过程

内容语义分析的过程主要包括四步：（1） 明确内

容语义分析要达到的目标，进行数据收集与整理；（2）
明确内容语义分析的要素， 并对要素的特征进行说

明，建立分析类目；（3）挑选部分内容，采用确定的分

析类目， 通过人工编码的方式或计算机编码的方式

对内容进行分析；（4） 对分析后的数据进行统计，检

验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 最后对数据表达的含义进

行解释与说明。 在单标签分类中，一致性检验最常用

的 参 数 包 括 百 分 比 、Cohen’s Kappa, Krippendorff’ s
Alpha 值[10]。

在计算机领域，语义分析方法是通过层层处理和

分析教育信息获得用户意图和内容意义。 内容语义分

析过程如图 1 所示。 内容语义分析过程包括以下四个

主要步骤。

图 1 基于语义网的内容分析过程

（1）语料库和词典。 用户内容通过“语料库和词

表 1 内容语义分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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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获得所有词的信息，包括词形、词性和语义连接。
（2）语法解析。 “语法规则”阶段，解析句子的结

构，包括主语、谓语、直接和间接宾语和句子的语法图

表规则。
（3）语义分析。 在“语义规则和模板”中包含高端

的语义分析规则和模式定义，根据语法规则、语义和

语义相关性计算，系统理解内容并采用恰当的语义模

板表达。
（4）可视化表征。 在“概念类树”阶段，包含层次

化、结构化的拓扑网状语言定义，如本体，更抽象化

的、更具体化的、领域相关的类定义等。

三、数字化课堂的内容语义分析

数字化课堂中的教育信息具有量度水平低、小样

本数据、包含一些模糊信息的特征。 教育大数据视角

下，数字化课堂的教学分析是多个小样本、单个的课

堂教学分析的整合应用研究，从而发现大规模教学场

景和现象中的一般规律和特征。
从学习过程的角度，数字化课堂中学生的学习过

程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机、师生、生生互动的过程，可

以采用行为分析、语义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

法。 数字化课堂中的学习过程是一个信息传递过程，
可利用信息理论分析其中的学习过程规律。 从教学内

容的角度，数字化课堂中的教学内容是一个复杂的模

糊信息，可利用模糊数学、内容语义分析方法进行研

究。 在数字化课堂的资源主动服务分析中，通常采用

本体、语义分析、图等方法进行分析处理。 数字化课堂

中的教育信息结构形式主要包括矩阵、 时间序列、图

等。 数字化课堂的教学分析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结构分

析、教学过程分析、集团应答分析、资源语义分析等，
见表 2。

表 2 数字化课堂教学分析

（一）教育信息的结构分析

教育信息的结构分析是以可视化的方法对教育

信息的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 典型的分析方法包括

S-P 表分析、项目关联结构分析（IRS 分析）等。
S-P 表是对测试得分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通过

某 种 测 试，得 到 由 1（正 答）、0（误 答）组 成 的 得 分 矩

阵。 S-P 表法将 1、0 按正答率以及学生得分进行排

序，由此对学生和问题的特性进行分析。
项目关联结构分析是基于学生对各个问题 （项

目）的理解程度排序，对问题间的关联结构进行分析

的一种结构分析法。
（二）教学过程分析

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

在时间轴上展开和变化的过程。 通过记录教学过程中

的各种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获得课

堂教学评价的信息。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 S-T 分析方

法、ITIAS 分析方法。
S-T 分析法将课堂教学行为分为两大类，即教师

行为（T）和学生行为（S），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对教学行

为进行采样，记录 T 和 S 发生的次数，形成 S—T 图，
用于教学模式分析、师生的行为转换分析。

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分析编码系统（ITIAS）主要

是对课堂教学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将课堂教学行

为分为教师言语、学生言语、沉寂和技术等四大类，共

18 种行为，也是以一定的时间间隔进行采样，记录四

种行为发生的比例，用于师生互动分析。
（三）学生集团应答分析

数字化课堂中， 对学生集团应答情况的分析，可

用于教学的形成性评价， 可用于学生特性的分析，还

可用于教学过程的控制。 学生集团应答分析是指作为

一个学生集团的全班学生对教师给予问题的应答分

析。
数字化课堂环境下的教学分析，还包括话语（逐

语）分析。 话语分析主要是分析师生、生生对话的词

性，统计词语频度，计算信息熵，用于分析教学活动中

学生的认知特性和情感特性。
上述研究方法中，大容量的、大规模的课堂教学

分析将从时间、空间、主体等多维度汇聚教与学信息，
分析主体行为、内容特征、交互特征等普适的规律和

特性。

四、社会化学习环境下的内容语义分析

随着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不断深入，基于社

会化学习平台的在线学习、远程培训逐渐成为主要的

学习方式。 社会化学习环境具有受众面广、平台规模

巨大、海量学习资源等特点，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亟

环境 目标 方法 测验品质

数字

化课

堂

教育信息

的结构

分析

S-P 表

正答率、区分度、难度、学

生 曲 线 、问 题 曲 线 、差 异

系数、注意系数

项目关联结构分

析、（IRS）分析
测试结构顺序

教学过程

分析

S-T 分析 教学模式

ITIAS 分析 交互行为率

学生集团

应答分析
集团应答曲线 正答率、区分度、应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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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教育大数据支持下的知识智能发现、 服务个性导

航和师生情感交互等研究方法支持。 社会化学习研

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教育资源海量存储与超链

接的资源组织方式增加了学习者的 “认知负荷”，导

致学习者“迷 航”问 题 的 出 现 [18]；教 育 资 源 总 量 迅 猛

增长， 使得从海量资源中快速定位所需资源的难度

不断增加；用户间存在严重的“情感缺失”和“重知轻

情”的问题，导致学习者学习热情不高，影响了学习

的效果； 信息化环境下不能对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

认知水平进行有效测量，难以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支持 [19]。 社会化学习环境出现的问题，迫切需要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适应性的学习支持。 需要在认

知科学理论指导下， 结合最新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探索研究符合人类认知特点的学习支持理论、方法和

工具。
（一）社会化学习环境下的内容语义分析框架

在借鉴计算机信息处理、学习分析、数据挖掘等

技术的基础上， 内容语义分析应用框架如图 2 所示。
内容语义分析应用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内容语义

分析应用的环境、内容语义分析方法以及内容语义分

析应用。
1. 内容语义分析应用的环境———社会化教与学

环境

内容语义分析的应用环境主要包括数字化学习、
在线学习、网络培训等，如同步课堂、大规模在线开放

课程（MOOC）、教师网络研修社区等。 内容语义分析

的对象主要包括：微博、博客、论文、网页、书籍、聊天

记录、电子邮件、作业，本地文本类格式的文件、存储

在数据库中的各类文本字段的语料等。
2. 内容语义分析的方法

内容语义分析的基本过程和方法包括： 内容采

集、特征提取、内容编码、统计分析、阐释、内容理解、
特征识别、内容组织、应用推理和可视呈现。

其中数据采集的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访谈、观察、
拍照和摄像、使用计算机自动采集软件进行采集等。

特征提取的方法包括 TF-IDF 方法、 词频方法、
文档频次方法、互信息、期望交叉熵方法、二次信息熵

方法、 信息增益方法、 卡方统计量方法以及 N-Gram
方法等[20]。

内容编码的方法包括质性内容编码方法和量化

内容编码方法等。
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 多元分析、

相关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

析方法。 其他的分析方法包括社会网络分析法、时序

列分析法、信息熵函数、模糊数学的方法等[21]。
特征识别的方法包括统计模式识别、 句法模式识

别、模糊模式识别、基于规则的方法、神经网络法等[14]。
内容组织的方法包括表格、概念图、主题图、社群

图、矩阵等。

图 2 社会化学习环境下的内容语义分析框架

3. 内容语义分析的应用

内容语义分析的应用主要包括情感分析、结构分

析、趋势分析、关系分析、内容推荐、分类分析、资源聚

合、类人理解等[22]。 内容语义分析需借助句式识别、语

法匹配、对话规则、基于语义概念库和语料库的自然

语言理解等方法和工具。
（1）适应性学习内容服务。 依据教学内容结构、学

习者的行为特性、认知规律等，为学习者准确提供所

需要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
（2）个性化学习服务。 依据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学

习风格、认知能力等，为其提供适宜的学习路径、学习

内容等。
（3）教育知识服务（资源的组织）。 对教育资源进

行“理解和处理”的形式化表达，满足教育信息资源组

织对信息、知识的收集、分析、描述、重组、存储、检索

以及自动推理的需要。
（4）交互信息分析。 通过对用户的交互进行分析，

研究用户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学习动机、参与度、认

知度、网络关系等。
（5）文献内容分析。 对文献内容进行分析，了解所

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内容的基本结构、内容的传播

特征、对研究热点进行追踪等。
4. 典型的内容语义分析工具

近年来，研究者开发了多款内容语义分析工具，
见表 3， 这些研究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内容语

义分析的效果， 促进了内容语义分析在各领域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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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软件名称 操作系统 处理语言 主要功能

1 CATPAC Windows ASCII 断词、词干提取、词频统计、聚类、多维标度

2 Word stat Windows 英语、法语等
提供一个起始词和终止词的集合、列表、断词、词干提取、消除语义

歧义、词频统计、共现索引、词语索引、聚类

3 DIMAP Windows ASCII 同上

4 Concordance Windows 英语、汉语
提供一个起始词和终止词的集合，断词、词干提取、词频统计、共现

索引、词语索引、聚类、多维标度

5 General Inquirer Java 程序 ASCII
提供一个起始词和终止词的集合，提供工具词典列表、断 词、词 干

提取、消除语义歧义、词频统计

6 Atlas-ti Windows、MS-DOS 英语
数据管理、编码、检索、人工构建概念网络、多授权、输出分析 数 据

进行统计处理和网上发布

五、教育大数据视角下内容

语义分析的典型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一直从事教育大数据及学习分析

的应用研究，典型的应用涉及数字化课堂分析、教育

技术领域本体库的构建及应用、教师网络研修社区研

究等方面，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一）数字化课堂教学分析应用

在多年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团队开发了基于视频的课堂分析

工具并应用于数字化课堂的分析和评价研究，如图 3
所示。

图 3 数字化课堂教学互动分析工具

课题组以中央电教馆 2013 年优质课视频《位似》
为例， 将该堂课的授课分为五个主要环节， 分别为：
（1）案例引入，概括定义环节，教师采用多媒体课件

PPT 和几何画板进行演示， 时间为 5 分 18 秒；（2）探

究新知，运用新知环节，主要活动是教师采用多媒体

课件 PPT 和几何画板进行演示， 时间为 4 分 38 秒；
（3）回顾小结，梳理新知环节，主要活动是围绕多媒体

演示的师生对话，时间为 1 分 56 秒；（4）达标检测，巩

固新知环节， 主要活动是围绕多媒体演示的师生对

话，时间为 2 分 26 秒；（5）总结知识，升华新知环节，
课堂活动是围绕多媒体演示的师生对话。

运用数字化课堂分析工具中的 S-T 分析功能，对

该课堂进行分析发现， 在该课堂教学的不同环节，教

学模式呈现不同的特征，其中第 1、3、5 环节为讲授型

教学模式，特点是以教师讲授行为为主，在师生互动

中，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受体；第 2 环节为对话型教学

模式，特点是师生交互行为较多，互动密度高，学生互

动探究比较多；第 4 环节为混合型教学模式，特点是

教师引导， 以练习的方式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师生是互动的主体。最后，对整个课堂进行 S-T 分

析表明，该堂数学课采用的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授

型教学模式。
对于数字化课堂的教学分析，我们可以借助教育

大数据研究方法，对研究各变量进行大数据的统计分

析。 例如：对图 4 所示的类似课堂教学模式统计分析，
发现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新任教师与经验教师在师

生互动、行为变化率、主题覆盖率等方面的显著特点。
另外利用大数据分析，可以对课堂实时应答进行大规

模的统计分析，发现未应答时间和应答时间之间的常

模关系为 2~3 之间。

图 4 《位似》课堂教学第 2 环节的 S-T 分析图

（二）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构建及应用

目前，人们处在“信息海洋”，却饱受“知识贫乏”
困扰。 海量的数字化教育资源无法为学习者提供个性

表 3 内容语义分析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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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习的知识服务。 资源语义聚类技术[23]通过语义聚

合实现教育资源的二次组织， 为学习者提供清晰的、
歧义较小的、具有良好组织结构的资源集合，方便学

习者快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为学习者提供面向

学科的知识服务，所研究的成果对于网络信息资源组

织与检索、数字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构建

面向教育技术学科需要，课题组构建了教育技术

学领域学科本体库，主要包括数据源层、数据处理与

语义聚类层、应用层，如图 5 所示。

图 5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构建系统

数据源层： 收集教育技术学科相关的教育资源。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的数据源主要包括教育技术

领域 8 本主干学科教材、2009—2013 年主要 的 期 刊

论文以及 2009—2013 年的学位论文。
数据处理与语义聚类层：主要作用是对收集到的

教育资源进行处理和聚类。 主要的方法包括数据预处

理；对数据进行聚类，聚类的主要算法包括 K 均值算

法、语义场聚类算法等；领域知识库在整个数据处理

与聚类过程中提供支持。 教育技术领域本体库共收录

752 个主题词，建立各主题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同

义关系、反义关系和上下位关系，并将领域本体按照

知识元的方式进行组织[24]。
应用层： 主要为用户提供资源检索与聚类服务，

通过各种可视化方式展示聚类结果，方便用户浏览和

查询。
2.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的应用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能提供多种应用，包括学

科知识检索服务、学科资源聚合与可视化呈现、记忆

知识融合与浓缩。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能提供学科知识检索、资

源聚合与可视化服务，如图 6 所示。 当用户输入关键

词后，可以检索相关的资源，并将资源以可视化形式

提供给用户。

图 6 学科资源检索、聚合与可视化呈现

教育技术学学科本体库的构建，为学科领域内的

海量教育资源按需组织、深度聚合和个性化服务提供

了可能。 课题组对近年来教育技术学相关的期刊论

文、著作和网络学习资源等进行汇聚和梳理，并通过

可视化的方法进行展示。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支持

知识融合与浓缩，如图 7 所示。 可以将学生讨论的信

息、网上的信息等按照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组织，呈现

知识之间的关系，为用户的学习提供支持。

图 7 领域本体库支持的知识融合与浓缩

（三）网络研修社区中教师反思水平分析

自 2013 年起， 我国开始实施新一轮的中小学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25]。 在该项目中，
提倡建立网络研修社区，促进区域间、校际间教师协

同研修。 教师研修的目标是促进教师积极反思，提升

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 教师的教学反思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国内外学者对教师的教学反思进行了积极的研

究，国内外现有的教学反思过程模型和教学反思分析

框架对我们分析网络研修社区中教师的研修情况提

供了借鉴。 在教师网络研修活动中，提出了教学反思

的主题活动模型 [26]，网络研修社区中的教学反思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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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制定了教学反思的分析模型。
参与研修的教师人数多，产生了大量的学习过程

数据、学习资料，如何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带

来了方法上的挑战。 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费力、耗时，
难以提出及时的干预策略。 整合质性内容分析、教育

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学习分析技术的内容语义分析模

型为大规模数据分析提供了可能，而完全无监督的算

法得不出深度结论[27]。 网络研修社区教师反思分析的

过程如图 8 所示。
网络研修社区中的教师反思分析过程主要包括

七个步骤。 （1）收集教师网络研修数据。 （2）从数据集

中抽样部分数据，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3）多个专家采

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对抽样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教师反

思分析模型。 在该反思模型中，教师的教学反思关注

的维度包括“教学技术”（课堂教学方面）和教学理念

（教学信念或对网络研修的认识方面）。 教师反思的深

度包括三级，即描述性反思、分析性反思和批判性反

思。 （4）依据质性内容分析的结果，对部分数据进行编

码， 然后采用分类算法对已标注的内容进行自动分

类。 （5）对分类模型进行训练和测试，对分类结果进行

评估，比较分类器的性能。（6）对模型进行修正。（7）依

据分类模型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分析，将得到的结果进

行可视化呈现，并将结果存储到数据库中。 部分教师

反思水平分析的结果如图 9 所示。
网络研修和校本研修是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

力 提 升 工 程 的 重 要 内 容。 教 育 大 数 据 分 析 方 法 为

1000 万 教 师 的 信 息 技 术 能 力 提 升 水 平 的 测 量 与 评

估，以及绩效分析提供了可能性。 教师反思水平的测

量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尚需要从海量的混合培训

行为数据中挖掘教育培养培训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图 9 教师反思分析的结果

六、结 论

大数据为教育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 如何建立合适的学习分析模型，为学习者

提供学习过程支持和学习资源帮助，成为当前亟须解

决的问题。 本研究在对内容语义分析的概念、过程、方

法和工具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容语义分析基

本框架和过程。 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教育大数据

视角下的内容语义分析模型，探讨了教育大数据视角

下的内容语义分析模型在教育中的应用， 分别介绍

了数字化课堂的教学分析、 教育技术学领域本体库

的构建与应用、 网络研修社区中的教师反思水平分

析等。 期望本文提出的模型和应用案例能对日益蓬

勃发展的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相关研究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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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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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big data in education, it is possible to analyze learners' learning behavi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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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s and make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the mass education data with large capacity, fast proliferation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in social learning,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method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How to establish
a reliable model of learning analytics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education data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becomes a heated research issue. In this paper,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general
process and analysis method of content semantic analysis, a semantic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n digital
classroom, a semantic content analysis model and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social learning are proposed.
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at model in digital classroom teaching, construction of the ontology library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eachers' reflection in network research community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study educational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Keywords] Big Data in Education; Content Semantic Analysis; Analysis Model; Application Research

Research on Knowledge Element-based Organization Model of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

WANG Xiaogen, DENG Liejun, WANG Lulu, FAN Shuidi
(Research Center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In mobile learning, because of the resources distributed disorderly and aggregated
insufficiently, once knowledge element is used, a complement knowledge system can be built to make
knowledge acquisition more efficien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element, the particle size of knowledge element is
determined as "terminology","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y","algorithm" and " strategy". Then a knowledge
element-based organization model of mobile learning resource is put forward to represent the properties of
knowledge elements, which is described as "extraction- index- link- representation". Finally,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Wu Cultural Heritag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The study results prove that the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various fields such as knowledge retrieval, knowledge recommendation and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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