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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的适应性学习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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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专家知识库系统和模糊综合评判技术引入 Web平台上适应性学习系统进行了讨论。着重论述了 

适应性学习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知识库系统以及学生模型构造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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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适应性学习系统结构 

适应性学习系统的研究以人工智能科学、认知 

科学和思维科学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人类学习思 

维的特征和过程，来寻求学习认知的模式⋯1。适应 

性学习是学生通过自身原有知识经验与远程学习系 

统进行交互活动来获取知识、获得能力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自己组织、制订并执行学习计 

划，能控制整个学习过程，对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学 

习系统要能够满足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提 

供适应性的学习诊断、适应性的导航及适应性的内 

容呈现。学生在系统提供的环境中，可以自由选择 

学习方式。系统会根据学生与系统的交互情况及学 

生的学习状态、历史记录，适时地给学生以引导，帮 

助学生完成学习目标。适应性学习系统要充分考虑 

学生学习行为的个性化特征，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环境，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如何使 E—lerarning系统具有适应性，可以采用 

专家知识库系统和模糊综合评判技术，通过学生预 

先测试得分、历史成绩、课堂进步等因素建立认知评 

判模型，确定学生的学习步速。这种专家辅助教学 

系统主要体现在知识库系统对学与教问题、教学方 

法与策略及经验等专门知识的形式化组织，引导学 

生学习不是按预先确定的步骤进行，而是根据学生 

的认知水平和提出的学习要求，在控制策略的指引 

下，通过搜索领域问题知识库或 E—mail通信，得出 

适合个别化学习的内容。 

本文旨在探讨专家知识库系统和模糊综合评判 

技术应用于 Web平台上 E—lerarning系统中教学模 

型[2,4】的设计，使教学模型具有适应性，实现教与学 

中的学生认知水平自动分类和学习内容活动导航。 

涉及适应性教学模型的体系结构，知识库系统，学生 

模型与认知能力判定等方面的研究。解决现有系统 

中选择学习目标、评价学生能力、生成适应性学习内 

容人工操作的低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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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学习系统融合了 Web功能和智能化计 

算机辅助教学系统技术，是一个适应性的知识库系 

统。允许学习者通过任何一种 Web浏览器在网络 

上的任何节点灵活在线学习，学习者不受地理位置 

的影响和限制，更适合进行分布式教学管理。系统 

功能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适应性学习系统的功能结构 

在教学设计阶段，教师(领域专家)将本课程教 

学策略、方法及经验按一定的组织方式，存放到教学 

规则知识库中；将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以 XML超 

文本的格式存放到课程库中。学生首次登录学习， 

输入个人的基本情况数据，存放在学生模型库中。 

当学生开始学习时，系统由学生自己确定学习目标， 

然后进入课前知识测试，其测试题目包括目标单元 

的前导知识与当前知识。学习测试结束后，系统采 

用模糊评判技术 J，处理测试成绩和该学生模型库 

中的数据(历史成绩、年龄、性别、学习偏好、愿望、兴 

趣、目标、意图、规划、承诺等数据)，同时启动教学规 

则知识库推理机制，通过目标匹配寻求适应此单元 

目标教学的规则。若匹配成功系统则引导学生进入 

单元内容的学习；若匹配失败则表明知识库中的规 

则需要更新，这样系统便会启动邮件发送功能，将学 

生选定教学目标的认知状态和推理结果以邮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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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送给教师(领域专家)。教师阅信后仍以邮件的 

方式指导学生学习此单元内容，包括相关知识的出 

处和学习方法。当学生单元内容学习结束后，学生 

必须要完成该单元目标的测试题和课程反馈，方可 

退出系统。与此同时，学生模型库自动追加测试成 

绩和课程反馈数据。 

适应性学习系统设计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 

web技术，处理图、文、声、像、动画等多媒体数据。 

以专家知识库系统推理和模糊综合评判设计个性化 

的课程学习步骤；以构建主义的四要素(情境创设， 

会话，协作，意义建构)为指导方针，采用按钮、热键、 

热字、弹出式菜单、表单等多种形式化表示方式，使 

设计出的系统以生动、逼真、灵活的方式吸引学生学 

习课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 

生在自主、轻松的环境下与电脑交互作用。学习掌握 

新的知识。教师系统则可以通过学生的认知状态来 

了解学习上的难点，以基于规则的知识库的形式不 

断调整和改进教学策略和方式；同时不断调整和改 

进课程的(超文本组织)教学内容。 

3知识库系统构造 

适应性学习知识库的构造主要是实现教学规 

则、教学问题向适应性学习模型的知识变换，进行知 

识库的层次化和结构化处理，并通过推理机制进行 

多媒体教学信息的存取控制。教学规则知识库一般 

包含三部分：教学规则库，教学问题库和问题案例 

库。教学规则库中汇集了按特定环境和条件进行有 

效教学方法和策略，这些教学方法和策略采用产生 

式规则表示。教学问题库中保存了所要教的教学问 

题，教学问题首先是确定领域问题的范围，然后将教 

学问题分为若干知识单元，每个知识单元内包含有 

若干个知识点，找出各个知识点的基本类型(如概 

念、定理、原理、方法及规则等)、知识点的层次关系 

和语义联系等信息。通过教学问题的分析，将得到 
一 张由描述性知识和过程性知识组成的知识点网络 

图，采用 XML的超媒体的节点和链表示教学问题 

知识点网络图，极适合于语义网络表示领域问题知 

识。问题案例库以关系数据模型构造库结构 3，储 

存问题案例的题号、文件名(包含文件所在的虚拟目 

录)、该案例用到的有关知识的特性与特点，以便在 

阅读理解案例使用，案例题采用超文本、超媒体以题 

库文件的形式储存在 Web服务器指定的文件夹中， 

由Brower端提交的题号表单，在 web—Server端通 

过题号匹配将案例题内容传输到 Brower端。 

4学生模型构造 

学生模型构造以动态生成适合于个别化教学的 

内容和策略为特征，它不仅要反映学生的知识结构， 

还要反映学生的认知特点及与学习有关的非智力因 

素(学习偏好、愿望、兴趣、目标、意图、规划、承诺)。 

该模型应能够判定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及已学过的部 

分掌握的如何，作为下一步教学的依据；能够发现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解答问题的错误，诊断其错误的表 

现和产生的原因，并呈现给学生以提示改正，作为系 

统进行个性化辅助的依据；能够记录学生的学习历 

史和进步情况，不断跟踪学生学习进程，在跟踪过程 

随时更新学生模型，适应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学生模型采用 SQL Server2000数据库构造，分为 

两个库。—个库存储学生基本信息和学籍管理信息， 

另一个库存储学生学习日志，包括：目标单元学习前的 

测试成绩，目标单元学习后的测试成绩，进入目标单元 

学习的次数和累计学习的时间，课程反馈等数据。 

结束语 网上教学不仅仅是将教学内容在网上 

发布，更多的是教学的课件应具有适应性。由于在 

远程教学中，师生之间在空间上是分离的，因此研究 

与开发适应性课件显得尤为重要。网络化教学可以 

充分采用交互式工具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使教 

学系统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其他因素来组织教 

学内容和实施教学策略。适应性数字化学习的核心 

特征是提供适合个别需求的学习内容与学习环境的 

支持，它客观要求打破教育测量、智能辅助教学、学 

习环境支持、学习等方面的不连贯之处；使测验与课 

程区分不再是那么清楚，测验变得很自然，学习与计 

算机网络更加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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