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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创新素养培育的医学生画像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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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户画像技术在刻画医学生特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本文将用户画像技术应用于创新素养培育

研究领域,结合教育大数据,构建数据资源层、数据处理层、数据服务层 3 层架构的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
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可全面展示培育水平,有效预测培育效果,精准推荐教育资源,提供培育机制决策参

考,为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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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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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i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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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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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pplies
 

user
 

profiling
 

technology
 

to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literacy
 

cultivation
 

researc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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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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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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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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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esource
 

layer,data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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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ervice
 

layer. The
 

medical
 

student
 

innovation
 

literacy
 

portrait
 

system
 

can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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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level,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cultivation
 

effect, accurately
 

recommend
 

educational
 

resourc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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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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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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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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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constructed,providing
 

data
 

suppor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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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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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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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人才是国家自主发展的根本资源,是人才

培养的长期战略目标。 培养创新人才是高等学校

的根本任务,提升大学生创新素养成为高等学校的

重要课题。 要大力培养高精尖急缺人才,需建立高

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机制,将创新创业能力和实

践能力培养融入课程体系。 医学教育是国家卫生

与健康事业的基石,在医学教育需求与国家政策的

驱动下,如何提升医学生创新素养逐渐成为医学教

育领域的研究热点。 以教育大数据为基础,用户画

像技术在深入挖掘、全面展示学生特征等方面展现

出独特优势,为学生管理、决策与预警带来了极大

便利。 本文以医学高校各业务系统数据为基础,结
合用户画像理论,构建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
动态展示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水平,依据系统反馈

结果不断优化培育方案,进一步促进因材施教,提
升创新素养培育效果。

1　 创新素养用户画像研究概述

随着创造力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延伸出了创新

素养概念。 创新素养研究主要分为创新素养概念

及要素解析、创新素养培育路径及评测研究。 关于

创造力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863 年,高尔顿在大

量实验的基础上,从遗传学的角度指出创造力来源

于潜能和天赋[1] 。 吉尔福特和斯腾伯格分别提出

著名的三维智力结构理论[2] 和创造力三侧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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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3] 。 国内创新素养的概念于 1999 年提出,林崇

德认为创造力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

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

产品的智力品质[4] 。 关于创新素养培育路径的研

究,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理论方法,探索出形式多样

的创新素养培育路径。 Zhang 研究了基于机器人

竞赛平台的大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机制[5] 。 林如诗

结合信息素养教育,探讨了元认知视角下高校图书

馆创新素养培育路径[6] 。 创新素养测验主要有量

表测验、作品分析和主管评估 3 种方法,其中量表

测验是最常用的一种。 吉尔福特为测验发散思维

的构成而设计了行为测验试题,这种测验为创新素

养评测奠定了基础[7] 。 赵苹探讨了创新素养评价

指标,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构建了一套创新素

养评价体系[8] 。 郭珊珊将协同创新理论引入创新

素养评价领域,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

重,搭建了开放性评价体系[9] 。 创新素养评测建

立了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但是,如何充分展示

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水平,动态呈现医学生创新素

养发展变化,如何根据医学生培育效果不断优化培

育方案,这些研究内容学界还很少涉及。 在教育大

数据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构建医学生创新素养

服务平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用户画像是一种刻画用户信息模型的技术,在

挖掘用户真实数据的基础上,按照需求提炼出用户

信息,呈现虚拟的用户信息全貌。 用户画像技术最

初应用于市场营销、社交媒体及数字图书馆等领

域,随着大量研究的持续开展,用户画像应用范围

不断拓宽,大量学者将其用于绘制大学生画像。 刘

漫利用用户画像描绘大学生基本属性、用户行为、
用户兴趣等特征,通过聚类与关联算法为图书馆提

供阅读需求数据,有效提升图书馆个性化阅读服务

能力[10] 。 郭顺利运用在线社区的大学生画像,获
悉大学生需求,帮助平台运营商提供精准服务[11] 。
刘雯通过用户画像呈现大学生网络素养特征,依据

这些特征,从社会环境、媒介话语、个体心理 3 个层

面给与干预策略,从而有效提升大学生网络素

养[12] 。 随着智慧校园和教育大数据的快速发展,
用户画像在大学生研究领域应用广度和深度持续

拓展。 用户画像虽未直接应用于创新素养研究,但
在刻画大学生特征方面展现出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为全方位反馈大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水平提供了新

思路和新方法。

2　 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模型的构建

在教育大数据基础上,展示医学专业知识、临
床思维能力、临床实践能力、临床创新意识等是当

今医学生独特创新素养培养的重点,为此我们设计

了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模型并进行了有益的

探讨。 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模型分为 3 层,分
别是数据资源层、数据处理层和数据服务层。
2. 1　 数据资源层

数据是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的物质基础,
数据资源层解决了系统数据来源问题。 医学生创

新素养评测采用量表测验的方法,这些数据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获取。
2. 2　 数据处理层

数据处理层是医学生画像系统模型的核心,原
始数据在数据处理层经过数据预处理、数据挖掘等

流程转化为标签数据,为数据服务层勾勒医学生数

据画像奠定基础。
2. 2. 1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数据挖掘的前

提,数据挖掘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预处理

的优劣程度。 系统从数据资源层提取的原始数据

存在不完整、不一致、有噪声、冗余等问题,这些问

题数据不宜直接进行数据挖掘,需进一步转换为高

质量数据,这个转换过程就是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

处理的方法主要有数据清洗、数据集成、数据变换

和数据规约。 数据清洗去除原始数据中的噪声数

据和无关数据,清洗脏数据,处理缺失值和异常值

等问题;数据集成通过实体识别和冗余数据识别等

方法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整合,形成一致的数据,
进行统一存储;数据变换通过规范化、离散化等处

理将数据进一步转化为适合数据挖掘的格式;数据

规约在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精简

数据,降低数据维度和规模。
2. 2. 2　 标签提取　 用户画像的核心在于给用户打

标签,
 

标签体系是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的基

础。 吉尔福特在《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

培育》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创新素养构成体系,至今

仍是创新素养研究的基础。 本文以吉尔福特创新

素养构成体系为基础,结合医学生职业特性,梳理

出基本实性“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创新意识、创新

思维、人格特征等”6 个一级指标和 41 个二级指标

的医学生创新素养指标体系。 画像标签分为事实

标签、模型标签和预测标签。 对于学生姓名、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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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等既定事实的数据,系统运用文本挖掘、自然

语言处理等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直接提取,生成事

实标签;对于创新素养当前成绩等一些原始数据中

不存在直接对应的数据,系统需要通过定义规则和

关联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等方法生成模型标签;在
事实标签和模型标签的基础上,系统通过预测算法

(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随机森林等)和聚类算法等

生成创新素养预测成绩等预测标签。 系统不仅要

完成医学生个体画像的构建,还需通过聚类分析、
关联分析等完成医学生群体画像和各类教育资源

画像的构建,建立医学生和教育资源画像标签数据

库,为数据服务层提供数据支撑。
2. 3　 数据服务层

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系统不仅能全面反应医

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水平,还为创新素养培育本身提

供了新途径。
2. 3. 1　 创新素养培育水平展示　 医学生创新素养

画像系统从个体、群体、整体等不同维度动态展示

医学院校创新素养培育水平。 系统将调查问卷结

果中的医学生评测成绩采用 5 级评分法表示,并与

医学生创新素养二级标签相匹配。 系统根据医学

生原始评测成绩,按照各标签相应权重,计算出医

学生创新素养综合成绩。 针对群体和整体医学生

创新素养成绩评测,系统计算每一项二级评测指标

的平均值作为群体或整体医学生创新素养二级评

测指标的成绩,然后依据各标签的权重计算出群体

或整体医学生创新素养综合成绩。 系统利用调查

问卷定期对学生的创新素养培养水平进行评测并

更新数据,为了进一步展示培育效果,系统将各个

检测周期的数据汇集在一起,形成医学生创新素养

成绩历史走势图,便于体现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水

平发展趋势。
2. 3. 2　 创新素养培育效果预测　 医学生创新素养

画像系统提供创新素养培育水平预测功能。 教育

数据挖掘已成为促进教育发展的助推器,医学生创

新素养画像系统纳入了学生和教育资源的大量数

据,包括学生所学课程及成绩、医学技能竞赛,图书

借阅数据、科研数据、社团活动数据等,以这些数据

为基础,依据回归算法、分类算法、关联分析算法、
推荐算法等构建创新素养预测模型,从个体、群体、
整体等不同层面预测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水平。
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水平预测为创新素养培育把

脉,诊断创新素养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学生层面

通过创新素养培育效果预测进行学前预警,有助于

学生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从学校层面通过

对群体或整体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效果预测,有助于

验证创新素养培育策略,动态调整创新素养培育方

案,对医学生提供有效的干预机制,进一步提升创

新素养培育效果。
2. 3. 3　 教育资源精准推荐　 医学生创新素养画像

系统提供教育资源精准推荐功能。 医学高校储备

的图书、电子资源、教学课程、医学实验器材、实践

活动、师资等教育资源数量众多,学生难以快速筛

选出适合自己的资源,这种状况阻碍了创新素养培

育的发展。
智能推荐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在用户画像领

域应用广泛,有效解决了资源超载与用户无法找到

合适资源之间的矛盾。 主流推荐算法包括协同过

滤和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两种算法各有优缺点。
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利用用户资源使用经验为其他

用户推荐优质资源。 在创新素养培育中,朋辈在使

用资源后形成的经验非常重要,一个同学认为优秀

的教育资源也可能适用于其他同学,这种思想恰好

与协同过滤算法相吻合,利用朋辈经验提升推荐精

度。 但是这种算法没有考虑资源内容属性,并且当

新资源进入系统后,没有使用记录,存在资源冷启

动问题。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首先根据用户画像

中的历史行为标签,利用兴趣矩阵将用户需求数据

化,同时将资源内容特征运用向量空间模型转化为

可计算的向量,通过 TF-IDF 等方法计算出资源特

征权重,用户需求和资源内容特征都转化为向量

后,采用余弦距离等方法计算两者的相似性,相似

度越高的资源越贴近用户需求。 基于内容的推荐

算法充分将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需求与教育资源

特征相结合,但是,这种算法依赖学生的历史行为

数据,只能发现学生以前的需求,无法发现潜在需

求,并且当新生刚建立画像时,没有行为记录,无法

判断需求,存在新用户冷启动问题。 本研究将两种

算法相结合应用于医学生创新素养教育资源智能

推荐。 一方面,系统采用协同过滤算法思想,针对

每项医学生创新素养二级指标,得分较高的同学使

用过的学习资源也值得大家借鉴,将这些同学在画

像系统中形成兴趣社区,利用协同过滤推荐算法推

荐出 TOP-N 的资源列表,系统定期将这些资源列

表推荐给该项二级指标得分较低的同学;另一方

面,系统采用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思想,为每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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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资源建立画像,针对每种教育资源设立使用频率

阈值,所有使用频率超过阈值的教育资源是学生最

常使用的资源,将这些资源特征利用矩阵进行数字

化表示,系统根据学生创新素养画像的历史行为数

据,将学生需求利用矩阵进行数字化表示,计算学

生需求和资源特征的相似度,为学生推荐适合本人

需求的资源。 协同过滤和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相

结合既发挥了学生的资源利用经验,又考虑到资源

内容本身与学生需求的完美匹配,同时还规避了用

户和资源冷启动问题,为医学生教育资源精准推荐

提供了完善的解决方案。
2. 3. 4　 创新素养教育机制决策参考　 医学生创新

素养画像系统从个体、群体、整体 3 个维度,不仅能

展示当前创新素养培育水平,还可以绘制出创新素

养水平历史走势图,基于海量数据挖掘形成的数据

画像可为医学院校创新素养培育决策提供数据支

撑。 系统依据医学生创新素养数据画像,形成创新

素养培育质量报告,根据创新素养培育水平变化趋

势,不断探索创新素养培育的内在规律,精准分析、
研判不同时期教育机制的优缺点,依据分析结果动

态调整创新素养培育策略,持续积累培育经验,建
立长效机制,形成“培育-展示-优化”的闭环培育模

式,不断提升创新素养培育水平。

3　 结语

创新素养培育水平的展示及反馈是高等教育

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教育大数据作用逐渐凸显和

智慧校园日趋成熟的背景下,数据驱动的创新素养

培育模式逐渐得到应用,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用

户画像为医学生创新素养培育提供了新思路和新

方法。 凭借用户画像在刻画医学生信息特征方面

的天然优势,本文将用户画像引入创新素养研究领

域,构建了数据资源层、数据处理层和数据服务层

3 层架构的画像模型,建立了多维度创新素养水平

展示、成绩预测、教育资源精准推荐、培育机制决策

参考等服务内容为主的智慧服务体系,以期为医学

生创新素养培育提供借鉴。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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