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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科技在高等教育的應用，一開始是應

用於科學研究上，之後也用在校務行政

MIS系統上以提升營運的效率，近期以來資訊科

技更大量運用在學生的學習面上，其中開源碼

的Moodle教學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提供強大的學習環境，也記錄了許多師

生的教與學過程，更為大數據的搜集提供穩定的

平台。銘傳Moodle教學平台自95學年度啟用至

今，每天有3至4萬人次的登入，九年來已累積

近4千6百萬的登入人次。以下就大數據帶給教

育領域的影響，以及銘傳如何開採Moodle寶礦

的技術方法，建立預測診斷模型及早期預警的研

究案例進行分享。

何謂大數據

隨著網路的普及和雲端運算的熱門發展，

「大數據」（Big data，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

料、大資料）的應用潮流，已經遍布在各行各

業，廣泛地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個從資料探

勘（Data Mining）延伸出來的概念，現在重視的

不在於分析技術的進步，而是在大量資料本身所

蘊含的資訊，以及提供人們對於各種現象新的解

讀方式及預測能力。大數據的取得與分析為人們

帶來新的思維，顛覆了許多領域的理解與運作模

式，從電子商務、社交生活、公共行政、健康醫

療，到教育學習都是（孫憶明，2014）。

全球最大的網路書店亞馬遜（Amazon.com）

是大數據運用在商業領域著名的成功案例。當顧

客在亞馬遜網站買東西之後，銷售系統就會記錄

下顧客買了什麼、甚至還在哪些商品上面做過停

留，當下次這位顧客再次進入亞馬遜書店時，系

統會主動識別出顧客身分，並根據顧客的喜好做

出準確的預測，進行商品的推薦。亞馬遜善用巨

量資料，提出高度準確且個人化的購書建議，打

造獨特的購書體驗，大數據分析提供客製化訊息

的威力，讓許多實體書店無招架之力。

大數據在教育領域的研究走向

美國教育部教育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所長John Easton提到，運用數據來提升學校效

能與學生學習的時代已經來臨（Mandinach & 

Gummer, 2013；陳鏗任，2014）。巨量資料的

分析在教育領域近年會備受矚目快速推展，主要

得益於兩大助力：

●  校務研究對資料分析之需求

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IR）緣

起於20世紀初，是美國高等學校內部的一項重

要工作，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大學皆有設置校務研

究辦公室，由研究人員負責校務評鑑、研究與規

▌文／王金龍．銘傳大學學術副校長 

銘傳Moodle大數據分析
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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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工作。研究人員運用科學的質量化統計分

析，將相關資料匯整與分析，轉化成有用的資

訊，有效建構科學化的校務管理，針對學校管理

與運行時面臨的具體問題進行分析與諮詢研究。

臺灣高等教育在經營上面臨越來越複雜的問

題與挑戰，例如：高教普及化與少子女化帶來的

招生衝擊、教育資源的競爭與競合、大學治理與

拓展財務之複雜等，這些複雜的問題已經不能靠

過去高校管理者「以經驗為基礎」的傳統管理哲

學，希冀藉由校務研究的推動，建構「以科學理

性為基礎」的現代大學管理理念，以提升教育品

質及校務經營的管理。

●  線上數位學習快速推展帶來巨量資料

近年來隨著線上評量、網路教學、電子書、

科技輔助教學設施的進步發展，不只課內課外

的教學模式有了許多變革，從學生和老師的教

學應用和行為中，也留下許多學習相關的數位

化資料，尤其是「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MOOCs）

學習風潮的興起，全世界著名大學紛紛將課程上

網，讓大批學生以免費的方式學習，跨國界跨時

空的學習影響力，帶來了一般課堂授課前所未見

的巨量學生，這股「巨量資料」趨勢也開始影響

教育領域。

透過這些數據的分析，系統可以知道學習者

在那個單元比較不懂，會建議學習者再次學習該

單元，並且透過單元測驗確認學習者是否完全理

解，大大發揮了數位教育的特性與價值，實現適

性教學的教育理念。

銘傳Moodle大數據分析

銘傳Moodle教學平台自95學年度開台至今，

已累積有近4千6百萬的登入人次、6萬多門的課

程量，以及數以億計的學生活動日誌。基於這些

珍貴的巨量資料，若能像Amazon一樣，透過巨

量資料的導入，分析每位學習者的個性化與多元

化發展需求，研究學生的學習軌跡與教師的教學

歷程，便能打造一個智慧的教與學平台，提供學

生一個適性學習的環境，並對學習者的特徵與行

為做出預測，做到早期預警的提醒與輔導。

資料探勘應用在數位學習系統中是個反覆的

循環程序，整個過程牽涉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與規

劃過程，此一循環的過程不僅是為了將龐大的資

料淬煉成知識，並可過濾探勘的知識去支援決

策的判定。銘傳Moodle大數據分析的過程是由

以下一般資料探勘的四個步驟所組成（Romero, 

Ventura & Garcia, 2008）： 

●  收集資料（Collect data）

教學管理系統通常將學生資料、使用歷程、

互動資訊儲存在資料庫，我們在Moodle系統中

收集了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歷程的log檔資料。

●  前置處理資料（Preprocess the data）

資料須先清理和轉換成合適的形式，去除資

料錯誤與不一致的問題，進行格式轉換，將log

資料經統計成為關聯性資料表格，之後將資料進

行離散化、分類等轉換的動作，此可使後續的階

段更順利進行，是個不可輕忽的重要基本工作。

●  進行資料探勘（Apply data mining）

使用資料探勘演算法構建和執行模型，去發

掘並總結出我們感興趣的知識。在這步驟，我們

採用了自由軟體Weka作為資料探勘的工具。

●  說明、評估和運用結果（Interpret, evaluate 

and deploy the results）

得到的結果或模型可以讓教師說明和使用，

運用在後續的教學行動上。透過這些已發掘的資

訊，教師可以針對學生的學習進行預測，以及對

Moodle上的課程活動進行調整，以提升教學和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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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le資料探勘技術與教學

應用

資 料 探 勘 的 方 法 和 其 相

關 的 演 算 法 有 很 多 ， 例 如 ：

分 類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 、 分

群 （ C l u s t e r i n g ） 、 迴 歸 分 析

（ R e g r e s s i o n ） 、 關 聯 性 規 則

（Association rule mining）、社會網

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文本挖掘（Text mining）等，以下僅

就銘傳在執行Moodle大數據分析的過

程中，主要運用的技術與方法加以說

明：

●  統計（Statistics）

Moodle沒有提供統計模組讓教師可

以針對每個學生學習表現的詳細狀況

進行查詢，其報表功能只能查詢單一

活動或資源的區間狀況，我們的技術

團隊即針對每個使用者參與教學活動

的狀況，自行開發了一個總和性的統

計報表（圖一），讓教師對於學生的

課程參與度一目瞭然。

但在測驗方面，Moodle提供很好

的統計模組（圖二），包括試題的難

易度、標準差、鑑別係數等數據，教

師便能透過上述的數據分析，進行試

題和試卷的維護與調整；透過學生的

答題狀況紀錄，教師能夠掌握學生知

識點的學習障礙，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為教師在教學決策時提供了有用

的參考依據。在一般紙本評量中，教

師通常僅能針對最後的考試分數對學

生的學習成果進行評價，對於試題分

析、試卷分析、學生題目完成情況的

圖一  銘傳大學開發的統計日誌功能

圖二  Moodle測驗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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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沒有教學管理系統的

協助是難以如此深入進行

的。

此外，以往探討如何進行

學生的學習成果評量時，傳

統的教學與測驗評量模式有

其侷限之處，只能進行總結

性評量，然而在Moodle的環

境下，可以即時的獲得學生

的測驗結果，並蒐集學生學

習歷程的總體表現，提高了

形成性評量的可行性。

●  視覺化（Visualization）

Moodle對於學生的使用歷程紀錄僅有提供文

字資訊，如：log日誌報表、項目分析等，沒有

提供視覺化的工具，但是面對密密麻麻的一堆數

據與文字報表，實在讓人難以一眼就看出重點為

何？有句話說：「一圖抵萬言」，學生資料若能

以圖表呈現，便能讓教師和管理者在研究分析數

據時更加事半功倍。於是，我們的技術團隊在

Moodle系統上引入GISMO模組，它是一個圖形化

的互動監控工具，提供教師視覺化的學生活動統

計資料（圖三），如：出缺席、閱讀教材、繳交

作業等各方面的狀況。

GISMO除了具有將資料視覺化的功能優點

外，還能針對全班的狀況提供教師一個綜觀的視

覺統計圖表，讓教師可以更容易的觀察和掌握學

生學習概況的全貌。

●  分群（Clustering）

分群分析是資料探勘的方法之一，將比較相

似的樣本叢集在一起，形成集群（cluster）。

以「距離」作為分類的依據，「相對距離」

愈近的，「相似程度」愈高，歸類成同一群

組。此分析方法為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事先不需要任何的假設，樣本是依

靠自身的相近性叢集在一起，其意義是靠事後的

集群特徵解釋才能得知，用以找出事物相似性的

內部結構。

在教學應用上，教師可以利用分群分析的結

果，辨識出學生的學習特性和行為，例如：分析

結果將學生分成了三群，群組一的學生共同特徵

是沒繳交作業、很低的訊息閱讀數、完成少數的

測驗等，這些特徵都代表了群組一的學生學習態

度較不積極。以此類推，群組二的學生學習態度

普通，群組三則是較積極的學生群，教師便能利

用這個分析結果進行合作學習的活動，在分組時

教師視教學設計的需要，將同類型的學生編組在

一起，或是將三種類型的學生平均分配在小組

裡，讓同儕互相討論激盪，激發學習動機。

●  分類（Classification）

分 類 分 析 屬 監 督 式 學 習 （ s u p e r v i s e d 

learning），即透過機器學習，預測結果是屬於

哪一種類別的方法，例如：利用學生通過小考的

次數，預測學生最後的學期成績是及格或不及

格。在分類問題中，除了提供預測的分類結果之

圖三  GISMO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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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時也會提供發生這個分

類結果的可能機率。

在分類分析的過程中，我們

會用一些已經分類的資料來研

究它們的特徵，然後再根據這

些特徵對其他未經分類或是新

的資料做預測。這些我們用來

尋找特徵的已分類資料可能是

來自我們現有的歷史性資料，

或是將一個完整資料庫做部分

取樣，再經由實際的運作來測

試（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介

紹，2005），例如：我們透過

Moodle教學管理系統，追蹤學

生上線頻率、瀏覽教材、發表

文章、回覆文章等參與學習活

動的歷程，以過往的課程學生

作為樣本模組，對現行的課程

學生進行學習行為和結果的預

測；或是，將該學期前幾週學

生的學習歷程表現作為樣本模

組，對後幾週的學習成效做出

預測，幫助教師辨識出有潛在

學習困難的學生，便可適時的

採取行動通知教師和學生，做

到更即時的預警制度，幫助學

生達到最大的學習成效，有效

地減少輟學和退學率。

研究案例分享

我們以「資訊科技：辦公室應用課程」作為

分析樣本，利用銘傳自行研發的統計模組，蒐

集學生在Moodle平台中參與課程教學活動的數

據，將課程檢視、發表文章、檢視討論區、檢

視文章、線上資源、上傳檔案等六個重要教學活

動的次數，再加上進入銘傳大學雲端教室操作練

習題的次數，對1,002位學生參與TQC Word技能

檢定的成績通過或不通過（pass/fail），利用J48

決策樹演算法進行建模預測。（圖四、圖五、圖

六）

圖四  Weka樣本資料輸入畫面

圖五  利用J48演算法執行分類的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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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數據的執行結果，預測的準確率可達七

成五左右，的確可以作為學習預警的目標，期

望作為學生核心重要課程的學習監

控。數據分析預測的準確度要高，

除該課程在Moodle中必須是門互動

活躍的課程之外，針對學生在課程

中活動的項目也會影響預測的準確

度，所以若要在學校全面大力推動

透過大數據來達到課程前期預警的

目標，必須引動教師們對數位教學

平台有更多的投入和使用。

透過Moodle做出準確的前

期學習預警  打造高教體系

Amazon

以往各校都相當重視落實期中

預警，對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透

過補救課程輔導、課業諮商、學習

導師輔導等機制，提升及強化學生

學習成效。但是，有時候拖延到期

中再介入給予學習輔助已經緩不濟

急，我們期盼能藉由Moodle的大數

據，打造學習殿堂的亞馬遜，提前

在學期初的幾週課程後，便能做出

準確的前期學習預警，提供學生個

別化的學習建議，讓教師能更精確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達到最佳的教學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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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決策樹建模結果畫面

▲銘傳大學積極打造Moodle教學平台，希望成為臺灣高教體系的Amazon。

（學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