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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如何更好的完善高校教育体系 , 如何采用多元化的手段补

充现有教育模式的不足 , 如何建立规范性教学体系是高校发展

中永恒的主题。建设高校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旨在提高教学

质量 , 建立规范性教学体系 , 深度挖掘精品课程对教学的支撑作

用 , 最终达到加强学生的扩展学习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

完善学校的教学系统的目的。通过科学的高校精品课程资源挖

掘 , 可使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 ;
使广大教师从中总结经验 , 找出差距 , 采取措施 , 进一步完善教

学工作; 使广大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更宽广的延伸。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都建设了不同级别的不同学科的精品课

程系统 , 但是这些精品课程的建设仅仅停留在完善学科建设的

初级阶段 , 而精品课程本身又是示范性课程中的精华 , 所以 , 如

何更科学、合理的利用现有的精品课程体系 , 进行深度的高校精

品课程资源开发成了我们的研究重点。

1. 精品课程资源挖掘体系的建立

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

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资源挖掘是

从大量的资料数据中 , 抽取出潜在的、有价值的知识 ( 模型或规

则) 的过程。精品课程资源体系是用 Web2.0 技术将现有的精品

课程融会贯通成为一个精品课程资源平台 , 给学校、教师和学生

提供更好的学习发展的指导性平台 ; 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是

在该平台之上运用一系列科学的算法和智能化的资源挖掘手段

对相关人群的访问停留时间、检索情况、评价反馈等数据做出智

能判断来更好的促进精品课程体系的建设、更好的促进高校教

育体系的完善。优秀的精品课程资源是本系统建设的基石 , 我们

在设计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的时候主要以省级和省级以上精

品课程作为精品课程资源体系建设的基础 ; 先进的计算机信息

网络技术是系统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 , 我们在实现精品课程资

源 挖 掘 系 统 的 时 候 主 要 采 用 提 供 在 线 共 享 内 容 的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技术和互联网智能数据挖掘技术。图 1 展示

了精品课程挖掘系统的整个体系结构 , 下面我们对该体系建立

中的三个重要过程加以说明 :

图 1 精品课程资源挖掘体系模型

1.1 精品课程采集

我们在采集精品课程资源的过程中重要采取两种方法 : 一

种 是 利 用 RSS( 也 叫 聚 合 内 容 ,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技 术 ,
通常直接通过一些精品课程汇总网站提供 RSS 输出来获取网站

的最新更新内容 ; 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搜索引擎技术来实现的 ,
机制一般有两种 , 一种是通过手工方式对网页进行索引 , 它的缺

点是 Web 的覆盖率比较低 , 同时不能保证最新的信息 , 第二 种

是对网页进行自动的索引 , 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此

方法 , 这种能实现自动的文档分类 , 实际上采用了信息提取的技

术。通过以上两种方法我们将采集到的信息放入数据库中慢慢

组成系统的精品课程资源平台。

图 2 用户的显( 隐) 式反馈模型

1.2 课程信息聚合

课程信息聚合是指系统的智能主体在丰富的数据结构的基

础上 , 运用事先设定的思维逻辑对现有的课程资源进行重新组

合。每一个精品课程都是一个完善的体系 , 在众多精品课程之中

用户如何获取其想得到的信息成为重点。课程信息聚合功能可

以将将各类课程的信息通过分组、分类、分级别等方式重新组

合 , 生成新的更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提供给不同的用户群体。

1.3 用户的显( 隐) 式反馈

显示反馈是指用户在使用系统的过程中按照系统事先设定

好的问题进行回答 , 采用显示反馈的优势在于反馈结果清晰明

了 , 劣势是加大了用户操作的负荷以至于用户不愿提供相关反

馈。隐式反馈是指不通过直接询问用户的方式 , 由系统分析用户

的页面停留时间、检索情况、访问历史等信息 , 从而得到用户的

隐式反馈 , 隐式反馈不仅节约了用户的时间同时拓宽了反馈信

息的途径。结合两者的优点 , 系统可以得到更多更真实的反馈信

息反过来提供给用户 , 使用户得到更多的益处。

2. 系统的设计思想

2.1 搜索引擎的算法设计

搜索引擎的原理基本分为三步 : 从互联网上抓取网页→建

立索引数据库→在索引数据库中搜索排序。依照此原理我们在

系统的 Web Service 中加入了 WebRobot 中间件 , 实现方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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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搜索引擎的算法设计

2.2 信息聚合的原理

由于信息的不断增多会导致数据量的迅速增大 , 为了为用

户提供更快速的信息检索环境我们将所有信息进行整合 , 每天

凌晨三点是系统的不繁忙阶段 , 此时由系统自动生成相关固定

数据表达到方便用户检索的目的。根据系统的前期运行 , 我们统

计出最常见检索包括课程名称检索、课程负责人检索、课程类别

检索 ,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设计如下 : 课程名称检索关系模型 :

tabCourseSearch (CourseId, CourseName, CourseInfo)//课程检索表

( 课程表编码 , 课程名称 , 课程简介 ) , 用户在根据课程名称检索

的时候 , 我们将 tabCourseSearch 表的内容从数据库检索到用户

本地机的一个数据存储对象 ( DataSet) 里面 , 然后让它给需要数

据的数据窗口对象控件共享数据 , 当用户确定需要完整数据的

时候再访问数据库拿到全面数据 ,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用户访问

速度 , 更可以减缓服务器压力。其它几种信息聚合方式与此雷

同 , 文中不再赘述。

2.3 用户的隐式反馈

我们在采集隐式反馈信息的过程中 , 采用了页面内嵌 Java-
Script 的方法来记录每个行为的分量值 , 然后从每个分量中选择

一个进行评价。设反馈分量集为 T={T1,T2,⋯Tn}, 其中 n 表示反馈

分 量 个 数 。 行 为 分 量 对 应 分 数 集 为 V={V1,V2,V3,V4,},V1=100% ,
V2=80%, V3=60%, V4=40%则某个用户对某门精品课程的某个分

量指标的评价 Pi=Ti×Vi, 其中 i∈[1,N],j∈[1,4]。某个用户对某门

精品课程的评价结果为 :

记为 K, 所有用户对某门精品课程的平均反馈结果就为

其中 M 表示实施隐式反馈信息的人次。

3. 系统设计思路与实现

3.1 系统架构

精 品 课 程 资 源 挖 掘 系 统 采 用 了 ASP.NET 2.0+SQL Server
2005 的系统解决方案。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程序的运算速度、

互 联 网 的 搜 索 速 度 和 数 据 库 的 采 集 速 度 都 得 到 了 大 幅 度 的 提

高 , 满足了大用户群、大并发数、大数据量的需求。同时对系统进

行了分层设计 , 大量使用中间件 , 并通过 web service 技术进行分

布式数据运算 , 合理有效地降低了系统的负荷 , 极大地提高了系

统运行效率。整个系统框架如图 4 所示。

图 4: 系统框架图

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中所需要的数据分为两部分 , 一部

分来自于本地数据库 , 另外一部分来自互联网数据( 各个不同地

域的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等基础数据 ) , 这些数据是 利 用 web
service 从精品课程资源平台中获取的。

3.2 系统实现

目前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仅在本校试运行 , 系统实现使

用 B/S 模式 , 所以只要在本校局域网的任何一个终端都可以随

时随地访问本系统 , 通过本系统获得所需要的资讯。图 5 是精品

课程资源挖掘系统的实现界面。

图 5: 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的实现

界面分为两大部分 : 课程搜索部分和资源列表部分。实践证

明 : 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达到了为我校的教学管理部门服务

的目的 ; 使广大教师从中总结经验 , 找出差距 , 采取措施 , 进一步

完善教学工作 ; 使广大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更宽广的延伸。

4. 结束语

经过一年来各个层次的使用群体的体验 , 发现精品课程资

源挖掘系统运行稳定 , 数据处理速度快 , 采集信息及时、准确 , 对

学校的学科建设、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知识宽广度延伸有很

大的帮助 , 受到我校教学管理部门和广大师生的欢迎 , 这说明本

系统的结构设计和开发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 , 具有很高的社会

推广价值。

精品课程资源挖掘系统的实现思想还可以应用于其它互联

网资源挖掘系统当中 , 比如互联网新闻资源挖掘和商业资源信

息挖掘等系统。当然 , 实现思想还存在不足之处 , 若各位同仁有

更好的思想 , 望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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