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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建设目标
• 目标：

– 用数据说话，呈现”双一流”建设状态，为多元
价值判断提供基础数据和计算平台

• 主要功能：

– 状态呈现

– 数据查询

– 统计分析

– 监测预警

– 质量报告



主要特点

• 可扩展性强

• 数据处理能力强

– 结构化数据

– 半结构化数据

– 非结构化数据

• 预警-一网打尽、一目了然

• 分析-定性定量地统计数据

• 管理服务-自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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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大数据平台

用户接口



组成部分

• 平台包括：

– 可扩展的多个节点的平台

– 多模数据库

– 算法库

• 通用算法库

• 用户算法库

– 可视化模块



组成部分

• 用户界面分为三类：

– 在技术管理层面，偏重于建设。针对研究人员
设置数据接口，可直接导入数据

– 在信息使用层面，真正实现共建共享。该层用
户可以建立和使用平台数据库、平台算法库，
平台用户使用过的数据和算法进行累计和共享

– 在数据发布层面，使用层面计算和处理结果公
开后，一般用户可以通过图、表、等多种形式
浏览结果，力争做到形式的多样化



主要监测内容
• 五个度

– 达成度、贡献度、支撑度、影响度、引领度

• 监测内容

– 五个建设任务

– 五个改革任务

• 功能：

– 监测项目：10个项目-建设+改革

– 核心要素：24
– 监测点：64

– 需要填报

– 公共数据获取



数据主要来源

• 动态性

– 动态数据监测

– 动态数据采集

– 动态指标监测

– 动态评价结果

– 动态提醒预警



技术支撑

• 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

• WEB 挖掘技术

• 搜索引擎技术

•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 深度学习技术



数据采集

• 规范数据

– 填报

– 导入

– 转换

– 接入



数据采集

• 不规范数据

– 网络信息雷达，定向采集和全网搜索结合

– E（Extract）
– C（Clean）
– T（Transform）

– L（Load）



实现方法

• 数据驱动

– 数据是发动机，推动系统运行

• 基于组件的定义和定制

– 计算模块组件化，通过定义和组装完成特定功
能

• 监测嗅探

– 基于自然语言理解和情感计算



实现方法

• 浓缩海量信息抵抗数据爆炸

– 从教育质量的角度看，进行剔除和浓缩

• 强化数据挖掘实现信息增值

– 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工，对数据进行生产、分析
和解读

•  跟踪关联数据提高趋势研判

– 从注重静态收集向注重动态跟踪拓展

• 服务报警

– 通过对已加工数据的定义、选取提供各种服务



实现方法

• 非规范数据辅助分析

– 关于学校、教师、学生等方面的非结构化数据

• 学校、教师、学生画像

• 动态数据：教师或学生在竞技竟赛、学术活动等的
活跃程度

• 热点事件：如北大校长林建华讲话、清华大学胡鞍
钢事件

– 从个体、个例来说可能是不准确的，但如果数
据量够大，宏观上大体是准确的



实现方法

• 算法库

– 聚类算法

– 分类算法

– 推荐算法

– 降维算法

– 优化算法

– …



实现方法

数据挖掘

• K-means算法

• 支持向量机

• 朴素贝叶斯

• …

机器学习

• 决策树学习

• 最大期望算法

• 深度学习

• …

语言处理

• 自然语言理解

• 信息抽取

• 情感计算

• …



数据结果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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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大数据在教育领域词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