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与学霸的距离只是去教学楼打水的次数的差异吗钥
●学霸与一般学生的生活轨迹有哪些不同钥
●使用大数据时如何保护学生隐私钥

学生进出图书馆频率与成绩排名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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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全面完成

9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
示，今年年底前，将基本完成对地方公车改革方案的
审批。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 140 个参改单位已经全面
完成车改，取消车辆 3868 辆，而且都已经规范处置，
收入已经上交国库。涉及的参改人员接近 5 万人，压
缩的车辆达到 62%，安置司勤人员 2000 多人。

对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地方车改，连维良介绍，
已经上报到国家层面的车改方案有 20 个，已经批
复 16 个，有信心在年底前完成对地方公车改革方
案的审批。

杭州获 2022 年亚运会举办权

9 月 16 日，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
行的第 34 届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亚奥理事会
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宣布，杭州获得 2022 年亚运会
举办权。这样，杭州成为继北京、广州之后，第 3 个
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

杭州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已经
具有较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一个多月前，
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曾在考察杭州
后向记者表示，杭州利用现有的和正在建设的体
育设施，无须再进行更多的城市建设就完全可以
承办 2022 年亚运会。

但由于杭州拿到亚运举办权之前的申办过程
非常短暂，因此在今后的筹办过程中，可以做好城
市形象在国内、国际的传播工作。

24 条城际铁路将密布京津冀

9 月 17 日发布的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修
编环境影响报告书》透露，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将以

“京津塘、京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为主轴，以京、
津、石三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四纵四横一环”为骨
架的城际铁路网络，覆盖区域中心城市、重要城镇
和主要产业集聚区。

其中，“四纵”包括京石邯城际、京霸衡城际、
津承沧城际、环渤海城际。“四横”包括京津塘城
际、京唐城际、津保城际、石沧黄城际。“一环”为环
北京城际。初期目标是到 2020 年先期完成 8 条，
2050 年全部建设完成。

根据规划目标，中部核心区主要城市间要形
成 0.5 至 1 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市之间形成 1 到 2
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形成 0.5 至 1
小时通勤圈。

2015 年中国薪酬增长趋缓

中智上海 9 月 16 日公布的一份专业调查显示，
2015 年中国的总体薪酬增长为 8.0%，相比 2014 年
8.6%有所减少，总体调薪趋势上节奏放缓。

从不同城市调薪幅度来看，二线城市（总体调
薪 8.8%）高于一线城市 1%；从总体薪酬水平实际
差距来看，呈现薪酬差距缩小趋势。

该报告比较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调
薪幅度，上海的金融行业薪酬增长幅度领跑其他
三座城市，达 30%，但在互联网领域，上海（9.6%）
明显低于北京（10%至 13%）。

天津港爆炸事故善后
推十项综合性政策

9 月 15 日，“8·12”事故善后综合服务领导小
组会同有关部门，对近期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问
题进行逐一解答。

回应的问题主要包括商业用房个体经营户受
损财产如何补偿、对因事故导致经营特别困难或
濒临解体企业及其员工如何帮扶、对事故中居民
非营运机动车辆损失如何评估和对因事故造成生
产经营或固定资产受损的企业有何支持政策等。

截至目前，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先后推出了住
院、伤残人员综合救助政策、支持企业加快发展政
策、居民室内财产评估定损政策、严重受损住宅收
购、修缮、退房政策等十项综合性政策，基本覆盖
了受事故影响的各个方面。

民政部宣布将废止单身证明

据民政部新闻办官方微博 9 月 16 日消息，为
落实简政放权、方便群众办事创业，民政部近期与
教育部、住建部、银监会等部门沟通并达成一致：
除对涉台和哈萨克斯坦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公证
事项外，群众将无须提供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是证明个人已经在民政部门
登记过结婚，而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则是证明个人
未办理过婚姻登记，即通常所说的“单身证明”。

申领低保、购房贷款等诸多事项都可能需要
证明单身或已婚，今后如果还需要证明该怎么办？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此类证明，目
的在于减轻群众的办事负担，具体如何操作将于
近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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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计算你和学霸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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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硬”科技“亮”风景
———中关村智能硬件创客节掠影

图 / 文 本报记者 赵广立

9 月 15 日 ~16 日，中关村智能硬件创客节在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演。智能家居、智能制造、
可穿戴设备等一系列架构在智能硬件基础上的物
联网概念产品被搬上展台与观众见面。

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飞思卡尔携“Internet of
Tomorrow 巡展———驶向智能未来”大篷车也在中
关村智能硬件创客节亮相。先进的汽车驾驶员辅
助系统（ADAS）、智能充电器、体感手环等 104 个
物联网产品和演示搭乘大篷车，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驻足。

除物联网产品展示外，主办方还安排了智能硬
件培训讲座以及创客路演活动。比如飞思卡尔就通
过大篷车上的车载培训室向“创客”和年轻企业家开
展基于安全可靠物联网的培训，并携手中国矿业大
学等 5 所大学合作成立了创客空间实验室。

栏目主持：罗萨

学生去超市频率与成绩排名相关性

在成都最冷的 20 天里还能坚持早起吃早
餐；总是在晚上 10 点到 11 点之间洗澡；在教学
楼打水近 80 次……正值开学季，电子科技大学
教育大数据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普通的你，和学
霸之间，恐怕就差了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

这个颇有意思的发现，来源于覆盖了电
子科大两万余名本科生的大数据系统———

“学生画像”，其将每名学生几乎所有的在校
活动轨迹与成绩之间建立了关联。利用这些
数据，不仅能预算出学生的学习状况，研究者
还希望依此引导他们更好地规划各自的学业
和就业方向。

学霸的生活轨迹

传统教育认为，学生有规律的生活，是学
生提高成绩的重要保证。

“普遍情况下，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学习成
绩是呈正相关的，这基本是得到公认的。”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这些行
为习惯，有的与成绩变动直接相关，例如学生
按时上下课，常去图书馆等；还有一些与成绩
的变动是间接相关的，比如养成早起的习惯，
经常洗衣服，有规律的打水等。“虽然不直接
作用于学生的学习，但是，好的生活习惯，反
映的是学生积极的状态，说明学生自我管理
的能力较强。那么，这些学生用在学习上的时
间也相对有保证，也就势必会对学习成绩产
生影响。”

不过，必须承认，这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
很难被定量描述。“如果我们能定量地证明已
有的依据，并提出科学的可参照的建议，这项
研究就是有价值的。”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大数
据研究所副所长连德富这样解释这项研究的
初衷。

如今，研究团队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记
录学生的校内行为，包括吃饭、购物、打水、进
出图书馆、借阅图书、宿舍门禁、洗澡、使用洗
衣机、乘坐公交等。结果发现，学霸有着与一般
学生完全不同的学习生活轨迹。

以某专业排名第 3 的学生为例，她几乎每
天固定在 8 点、12 点、14 点三个时间点出门，
留在宿舍的总时长低于专业平均水平。而该专
业成绩排名第 61 的小石每天进出宿舍的时间
很随机，而且通常每次外出的时长不超过 2 小
时，“宅指数”明显高于专业平均水平。

此外，成绩最好的学生吃早餐次数在 110
次，成绩最差的学生吃早餐次数仅为 60 次。9 点
前出现在食堂吃早餐的同学，成绩相对更好。成
绩较好的学生集中在晚上 10 到 11 点之间洗澡，
而成绩较差的学生，洗澡时间无明显规律。

除作息规律以外，进出图书馆次数也是重
要指标。第一学期，成绩最好的学生进入图书
馆的次数为 55 次，成绩最差的学生进入图书
馆的次数为 35 次；到了第四学期，成绩最好的
学生进入图书馆的次数为 61 次，成绩最差的
学生进入图书馆的次数为 18 次。

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教学楼。学生去教学
楼饮水机上打水次数越多，就说明学生长期在
教学楼里活动。第三学期的数据显示，成绩最
好的学生在教学楼打水近 80 次，成绩最差的
学生在教学楼打水不到 10 次。

尤其让连德富印象深刻的是，不同成绩的
学生在借阅图书的种类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他
发现，《蝴蝶公墓》《变态心理学》等带有悬疑色

彩的图书，借阅者的成绩普遍不理想。
过去，要想清楚地知道不同成绩水平的学

生群体与他们的行为特征之间一一的对应关
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了大数据的帮助，一切
变得简单起来。

“学生画像”还能做什么

仅仅根据学生行为习惯的数据统计，就可
以制定出学霸路线吗？

要想精确刻画一个人需要用无数的数据，
但连德富认为，校园就是一个拥有丰富数据的
很小的社会系统，只要这些数据能与目标联系
起来，就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事实上，“学生画像”的首要功能，就是算
出每名学生的学习、生活状态，并设计出一系
列辅助他们更好规划各自学业的功能模块。目
前已经实现的是挂科预警。

据了解，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针对挂科率
的公式，即过去的学习基础 + 一段时期内的努
力程度。学习基础是根据已考科目成绩、已考
与将考科目之间的关联性计算得出的，而努力
程度则主要依据教学楼打水频率、进出图书馆
的时间与次数等。

如果有学生正处于挂科率高风险的边缘，
系统就会自动向负责该名学生的辅导员发送
预警信息。而在过去，只有当学生已经出现挂
科的情况，辅导员才能得知，即便如此，事后也
很难分析学生挂科的具体原因。

“目前，教育大数据暂时的定位还是辅助
传统教育，管理、引导学生。”连德富表示。

除了关注学生成绩，他相信，现在的校园
里依然充满了像当初的自己那样对未来迷茫
的人。“我们都曾迷茫过，不知道自己喜欢什
么，可以做什么。”

如何利用“学生画像”帮助学生找到适合
自己的路，是研究团队正在努力的方向。目前，
数据库不仅有现有学生的行为轨迹，还有已经
毕业的学长们的行为轨迹。连德富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最终选择考研、出国或者创业的
学生，在生活、学习方式上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比如，打算出国的学生在选修课程、借阅
图书时都会偏向语言方面的内容，而偏好创业

的学生则与一项很有意思的数据产生关联。由
于电子科大在成都郊区，学生进市区需要乘坐
一趟班车，有的学生去市区的频率明显要高于
其他同学，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社交行为可能更
为丰富。

“学生画像”可以将现有学生的行为轨迹
与已经毕业的学长们的行为轨迹进行比对，如
果在选课、借阅图书、参加社团活动等方面的
轨迹与某类去向的毕业学生比较相似，学校就
可以提供相关方面的建议、指导。

对此，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也表示，传统的大学教育对学生的管理是比
较松散的，因此，通过对学生生活、学习的数
据分析，掌握学生的目标动向，有助于学校对
学生进行合理的引导，无论是学习还是参与
社会活动，都能够有的放矢地帮助学生作进
一步规划。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尹文刚则将关注点
瞄准了当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学生从高压的中学时期，进入完全需要自
我管理的大学生活，一时间无法适应，容易出现
心理问题。一旦受挫，通常选择回避的态度，甚
至会出现抑郁的情况，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
命。”尹文刚直言，近年来，大学生频繁曝出跳
楼、伤害同学事件，都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他认为，通过教育大数据，可以及时掌握
学生的行为习惯特征，一旦发生明显异常，比
如长期独处、很少参与公共生活等情况，学校
就可以适当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相
应对策。

研究团队正在挖掘“学生画像”在关注学
生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他们可以根据学生的
行为习惯来量化“孤独”。

性格孤僻、有强烈的孤独感，往往被认为
是抑郁易感人群具有的一些共性特征。他们发
现，学校最孤独的一群人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
比普通人高一个数量级。因此，研究团队正在
设计算法，依据“30 天内，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有两次或两次以上前后脚打水、打饭、进公寓、
进出图书馆或坐公交车经历的概率，不超过十
二万分之一”的结论，可算出每名学生的“在校
朋友圈”，以此量化学生孤独的程度。

在尹文刚看来，预知大学生的行为习惯所

隐含的心理问题，特别是关注学生的变化，对
于开展学生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从这些角度看，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是有一定价值的。

如何保护学生隐私

打水刷卡、进图书馆刷卡、进宿舍房间刷
卡……在校园逐步实施一卡通的时代，学生大
数据已经变得易得而且可控。学校一方面依靠
大数据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一方面也要照顾到
学生的隐私，尊重学生的行为习惯。因此，如何
合理使用大数据，同时又保护学生隐私，就成
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让学生感觉生活在学校的监控下，那
么即使学校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对学生的
行为及心理进行合理引导，这种举措也无疑会让
学生反感。”熊丙奇特别提示学校在运用大数据
的时候，要考虑到学生的隐私及习惯。

对此，连德富表示，“学生画像”在保护数
据隐私方面是非常谨慎的。

“设计系统功能时，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数
据 PK。”连德富介绍说，希望每名学生除了能
在系统上看到自己的“画像”外，还能看到自己
与同专业同学比较后的相对优势和劣势。“但
是，比较的根本目的是找到学习的模板，而不
是与具体的某个个体比高下。”

因此，在申请 PK 时，系统是存在强权限管
理的。发起比对的学生必须经过对方的允许，
才能看到对方的画像。但是连德富透露，由于
该功能涉及的数据隐私比较敏感，目前并没有
向学生端开放。

而已有的面向辅导员的端口，所涉及的数
据经过严格的加密处理，系统不保存学生的真
实姓名及学号，只有出现重要预警信息，才会
自动给相应的辅导员进行短信推送。这意味
着，任何一个技术人员都看不到学生个人的信
息，而辅导员最多能够掌握自己负责学生可能
出现的重大问题。

连德富坚持认为，教育大数据不会刻意强
调每个个体的情况，而是反映学生整体的生
活、学习状况，以及时预测预警学生的异常状
况，从而为学校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