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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研究数据挖掘中的聚类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应用。通过对辅导员“工作考核量化表”的数据分析，

按照数据挖掘的聚类分析过程，对各种数据进行预处理，使用划分方法中的ｋ均值算法，实现了数据的聚类分析，最终得到具

有指导价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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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高校都已经

建立起各类基于业务的数据库用于日常管理，作为应用广泛

的新兴学科，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教育信息化中的应用前景

较好，为高校的管理、建设、服务过程的绝学提供了全新而科

学的分析途径。在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思政管理工作面临着

巨大挑战，所以适时 不 断 调 整 思 想 工 作 的 途 径，加 强 先 进 经

验的交流，可以有效的提高高校思政工作的效果，对此，本文

借助数据挖掘技术 进 行 尝 试，通 过 聚 类 结 果 分 析，所 挖 掘 到

的信息对学生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　数据 挖 掘 技 术 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中 的 实 际

应用

１．１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与普及，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带来一定挑战，在通 常 情 况 下，学 校 相 关 部 门 会 对 教 育 管 理

工作进行数据收集，但是目前对这些数据的处理还处于底层

的查找与简单分析阶段，不能够挖掘出其中的价值。为了更

加具体的了解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情况，学校每学期会组

织学生对辅导员的工 作 进 行 评 议，填 写 辅 导 员“工 作 考 核 量

化表”如何从中提取 有 价 值 的 信 息，对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１］。

１．２　解决方案

数据挖掘属于一个方案得到肯定的过程，是数据分析研

究的深层系手段，将数据挖掘技术运用到辅导员工作考核中

具有特别意义。例如：通过 数 据 挖 掘 技 术 手 段 分 析“辅 导 员

工作考核量化表”中的数据，可以了解“某所高校思政管理整

体水平”，在管理中“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到位”

等相关问题。通过这些结论进一步完善高校思政教育管理。

本文提出运用聚类分 析 的 数 据 挖 掘 技 术 对 辅 导 员 的 工 作 成

效数据进行分析，将 大 批 的 数 据 转 换 为 聚 类 结 果，从 而 更 好

的对数据加以利用。数据挖掘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据挖掘过程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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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１：明确数据挖掘的对象和主要目的，通过数据挖掘

虽然不能预 测 最 终 结 果，但 是 可 以 对 所 研 究 的 问 题 进 行 预

测，所以挖掘目标的确定是数据挖掘的关键步骤［２］。

步骤２：数据采集，该 过 程 的 任 务 比 较 繁 重，并 且 需 要 时

间比较多。在品势 的 教 育 管 理 中，要 认 真 的 收 集 数 据 信 息，

一部分数据是直接可以拿到的，一部分数据则需要通过调研

才能获得。

步骤３：数据预处理，将收集到的数据转变成可分析的数

据模型，该模型是根 据 算 法 来 准 备 的，不 同 的 算 法 对 数 据 模

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步骤４：数据类聚挖掘，通过类聚挖掘能够将数据模型划

分为相似的多个组，该过程主要为数据模型的输入过程以及

聚类算法的选择进行实现。

步骤５：聚类结果分析，该过程主要分析研究聚类数据挖

掘之后得到的多个组属性。

步骤６：知识应用，将研究所得的信息集成到辅导员的管

理教育环节中，思政 工 作 者 通 过 该 结 论 促 进 教 学 管 理，形 成

良好的管理方针［３］。

２　数据 挖 掘 技 术 在 思 政 教 育 工 作 中 具 体 方

案实施

２．１　确定数据挖掘对象

收集并整理某 大 学２０１７年“辅 导 员 工 作 考 核 量 化 表”，

整理其中关于辅导员教育管理的１２０张考核量化表，尝试解

答高校思政教育中 存 在 的 问 题，经 过 对 有 价 值 数 据 的 挖 掘，

得出结论为教学管理带来有效的指导价值。

２．２　数据采集

从学校学生工作处，搜集２０１７年度“辅导员工作考 核 量

化表”。

２．３　数据预处理

“辅导员工作考核量化 表”要 求 辅 导 员 在“坚 持 标 准，奖

惩分明，客观公正 的 对 待 每 一 位 学 生。”“认 真 做 好 勤 工 助 学

活动。”“正确分析学生的思想动态”等几个指标项目中，根据

辅导员的实际工作表现，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较差、差”

五等类型等级。最 终 获 得 比 较 完 整 的 考 核 记 录 工 作 考 核 量

化表１１７张。

２．４数据转换

在工作考核量 化 表 中 考 核 等 级 的 项 目 共１５项，如 何 将

数据合成到一个聚类 分 析 的 模 式 中 非 常 关 键，按 照“管 理 态

度”“管理能力”“管理方法”“管理效果”四方面属性来对工作

考核量化表中的数据进行重新组合：其中

“管理态度”＝（坚持标准＋与同学之间感情融洽＋言谈

得体＋办事客观）／４
“管理能力”＝（准确掌握贫困生情况＋准确掌握特殊群

体＋严格教育与查出违 纪 学 生＋胜 任 工 作＋组 织 学 生 做 好

评优工作）／５
“管理方法”＝（每周３次以上探入班级宿舍＋积极参加

检查学生早操＋学生 奖 学 金 发 放 到 位＋有 准 备 的 与 学 生 谈

话＋检查宿舍卫生）／５
“管理效果”＝（积极参加团活班会＋课下了解学生思想

状况＋评论与建议）／３
通过以上处理，可以将工作考核量化表关系到的十五个

考评等级统一 演 化 到 四 个 属 性 中。然 后 针 对１１７份 数 据 样

本信息的４个属 性 采 取 聚 类 挖 掘 的 方 法 进 行 研 究。通 过 样

本预处理得到数据样本，如表１所示。
表１　聚类的数据样本

管理态度 管理能力 管理方法 管理效率

０．６５　 ０．６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６５　 ０．６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７６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８　 ０．８　 ０．８１　 ０．８３

… … … …

２．５　数据聚类挖掘

数据的聚类挖掘采用划分 方 法 中 的 经 典 算 法Ｋ 均 值 以

及Ｋ 中心点算 法，其 中Ｋ 代 表 类 别 个 数（Ｋ＝３），主 要 挖 掘

思路为：将ｎ个对象划分为Ｋ 个 簇，使 同 一 簇 中 的 对 象 具 有

较高的相似度，Ｋ均值算法主要是使用簇中对象的平均值作

为参考值。Ｋ均值算法 的 复 杂 度 可 以 通 过 进 一 步 计 算 得 出

Ｏ（ｎｋｔ），ｎ代表簇 的 数 量，ｔ代 表 反 复 迭 代 的 次 数，在 一 般 情

况下，ｋ与ｔ都会远小于ｎ。针 对 所 要 分 析 的 数 据 样 本，四 类

属性都是通过数据转换而得到的，所要的数据都是算术平均

值，所以产生孤立点的可能 性 非 常 小，最 终 选 用Ｋ 均 值 的 算

法来运用于本研究的数据聚类中。

一般情况下，Ｋ 均 值 算 法 当 局 部 取 得 最 优 解 时 会 终 止，

所以一定要对数据样本进行改进，考察数据样本信息的综合

比例分布情况，采 取 进 一 步 措 施 对Ｋ 均 值 算 法 进 行 改 进 得

到三个等级样本，代表三个等级样本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三个样本代表数据

管理

态度

管理

能力

管理

方法

管理

效果

四类属性值中表示较好情况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四类属性值中表示中等情况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四类属性值中表示较差情况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３　数据挖掘算法流程

３．１　算法实现的流程

算法实现流程，如图２所示。

　　在Ｋ均 值 算 法 中，函 数Ｌｏａ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的 作 用 主 要 是 将

数据信息装载到程序中，目的是为了从数据库文件中读取相

关信息，并且将文件中的数据转换成样本数组。函数ＲｕｎＫ－
Ｍｅａｎｓ（）的作用是算法 的 主 程 序，将 所 有 对 象 同 簇 中 心 距 离

进行 对 比，然 后 将 对 象 划 分 到 最 近 的 簇 中。函 数 Ｓｈｏ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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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ｅｒｓ（）代表 算 法 所 描 述 的 聚 类 中 心。函 数Ｓｈｏｗ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表示样本的标识符号［４］。

３．２　主控程序ＲｕｎＫＭｅａｎｓ（）的调用

主控程序调用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２　数据挖掘算法流程图

图３　主控程序调用结构图

　　图３中函数ＥｕｃＮｏｍ（ｐａｔ，１）目 的 是 算 出 样 本 和 质 心 的

平方差，从 而 找 到 最 短 距 离 的 簇，然 后 运 用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ｍ－

ｐｌｅｓ（）将所有对象划 分 到 最 近 的 簇 当 中，算 出 所 有 簇 中 对 象

的平均值，作为新的质心，如果所有新的质心不发生改变，则

聚类结束。

４　聚类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Ｋ均值算法 对１２０个 数 据 通 过 数 据 转 换 得 到

的样本 数 据 进 行 分 析，对 管 理 态 度、管 理 能 力、管 理 方 法、管

理效果４个属性进行数据挖掘聚类，设置初始ｋ值为３，最终

挖掘到的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簇样本数据

管理

态度

管理

能力

管理

方法

管理

效果

含样本

个数

族１（较好） ０．７７　 ０．７７　 ０．７４　 ０．７９　 ３６

族２（中等） ０．６１　 ０．５７　 ０．５４　 ０．５６　 ７４

族３（较差）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２８　 ０．３０　 １０

　　根据以上结果，每个簇所包括的数据样本最后的比例分

布范围如下：

簇１（较好）共计３６个样本，删除定义样本，剩余３５个数

据样本，占３５／１１７＝３０％。

簇２（中等）共计７４个样本，删除一个标准样本，剩 余７３
个数据样本，占７３／１１７＝６２％。

簇３（较差）共 计１０个 样 本，删 除 一 个 标 准 样 本，剩 余９
个数据样本，占９／１１７＝８％

“管理态度”＝０．７７＊３０％＋０．６１＊６２％＋０．３１＊８％＝

０．６３４
“管理能力”＝０．７７＊３０％＋０．５７＊６２％＋０．３１＊８％＝

０．６０９２
“管理方法”＝０．７４＊３０％＋０．５４＊６２％＋０．２８＊８％＝

０．５７９２
“管理效果”＝０．７９＊３０％＋０．５６＊６２％＋０．３０＊８％＝

０．６０８２
从总体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为：管理态度、管理能力、管理

效果、管理方法。总体上证明该校的思政管理水平属于中等

偏上的。

４　总结

数据挖掘，主要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分析、提炼，找到最

优价值的信息的过程，属于一类深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将

数据挖据技术运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利于对思政教

育工作者的 多 项 工 作 指 标 进 行 分 析，对 其 综 合 能 力 进 行 评

定，为高校进一步完 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管 理 决 策，准 确 定 位 人

才培养目标，加强教育团队建设提供有效的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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