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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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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教育云为载体向广大基础教育师生集中提供数字化教育资源和在线教育应用对提升教育质量、促进

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构建一套量化评价教育云服务绩效的指标和方法，用于评价教育云服务对教育教

学与教育管理的应用绩效，成为我国教育云推广中的关键问题。面向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问题，该研究设计了基

于教育云平台大数据的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体系，首先分析了教育云服务内容和服务过程，其次从提

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两个维度提出了教育云绩效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再以教育云平台大数据为来源

设计了评价指标的加工方法，最后以W市教育云为例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绩效评价指标、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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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积
极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资源平台、
管理平台的建设、应用模式”。从2012年以来，我
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尝试以教育云为载体集中
提供教育资源和教育应用，以提升教育服务质量、
降低服务成本，各地教育云平台建设风起云涌，为
基础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多样化的教育教
学和教育管理应用服务。随着教育云服务范围的不
断扩大，政府对教育云平台的投入也不断增长。而
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教育云平台能否为区域基础教
育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提供有效的服务，产生显
著、可度量的绩效，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建设
和推广教育云平台过程中重点关注的热点。而当
前教育云建设实践中测算教育云服务提供的资源数
量、服务种类、师生注册量、资源访问量等指标的
评价方法，既不能反映教育云平台的实际绩效，也
不能成为购买教育云服务决策、制定教育云平台发
展策略的依据。因此，从教育云服务的内容和过程
出发，构建一套量化评价教育云服务绩效的评价指
标和评价方法，成为扩展我国教育云服务覆盖面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绩效”的概念源于管理学，作为一项政府向
基础教育提供的公共服务，教育云服务通过支撑特

定区域的师生、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活动，
使师生产生满意效果并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水平，从
而产生绩效。面向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问题，本研
究首先归纳了教育云评价相关的现有研究，其次分
析了教育云服务的服务内容、服务过程和大数据产
生过程，并基于教育云服务的绩效评价目标和教育
云平台大数据的特征设计了教育云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再从教育云平台大数据的内容出发设计了面向
评价的大数据加工方法，最后以中部W市教育云的
绩效评价项目为实例验证了本研究设计的评价指标
体系和大数据加工方法的有效性。

一、研究综述

本研究从在线学习的效果评价、教育信息化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和信息化辅助课堂教学效果评
价三个领域归纳教育云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在线学习的效果评价领域，对在线学习的评价
往往从服务和应用效果两方面展开评价。从提供服
务的角度，Cann设计了对内容和链接评估在线学习
资源内容和质量的方法以评价在线学习资源的使用
情况[1]，Misook等以认知负荷理论评估不同的在线
学习工具对学生学习成效的影响，表明较小的认知
负荷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2]，Hosie等设计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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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资源和传递策略三方面的评价方法，用以
评价高等教育在线教学的课件设计质量[3]；更多的
研究从学生的应用效果的角度展开，Griff等从考试
成绩、课堂成绩、作业表现等方面评价了学生使用
在线平台学习两门课程的效果[4]；此外，Reeves还提
出了在线学习环境的三种评价组合策略：认知评估、
效果评估和组合评估[5]。可见，包括资源内容、质量
在内的在线学习服务的评价方法和包括学生作业表
现、考试成绩在内的应用效果的评价方法，是两
类主要的在线学习平台评价方法。

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领域，大多是
从各种视角构建了评价概念模型。王海等从基础设
施建设、资源建设、应用程度、主体发展和保障程
度五个维度构建了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EEE评价模
型，用以评价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6]；顾
小清提出的区域教育信息化绩效的三维评估模型，
从视角维度、发展维度和角色维度提出了区域教育
信息化评估概念模型[7]；李文光等设计了包括教育
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资源共建共
享、教师发展、学生培养、政策和机制等6个一级指
标、27个二级指标和184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8]。
虽然构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概念模型，但是这些研
究并未进一步详细探讨作为评价证据的指标数据的
采集方法，也未能进一步将这些概念模型具象化并
通过实施评价验证概念模型。

教育云平台同样也用作支持信息化课堂教学，
而在课堂教学评价领域，现有的研究往往从学生行
为和应用效果出发设计了评价方法。早在2011年，
孙沛华就通过文献综述，提出了包括教师、讲授、
交流和实践在内的信息化教学评价框架[9]；左明章
等设计的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学生学习绩效评价方
法，以任务驱动的方式评价课堂教学中的活动、项
目和学生的学习绩效[10]；余艳等基于社会交互模型
将学生的课堂动作量化为可分析的行为矩阵，从
测试和观察两个维度开展信息化课堂的评价[11]。同
样，信息化课堂教学的评价研究能为教育云平台支
撑课堂教学的绩效评价提供理论支持。

设计基于大数据的教育云平台绩效评价模型
与方法，就要综合在线学习评价理论、教育信息
化评价理论和信息化课堂教学评价理论，结合教
育云服务的内容与方式，提出具体的评价理论、
模型和方法。

二、教育云的服务内容、服务过程和评价指标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多个教育云平台的调查，归
纳了当前我国教育云的主要服务内容、服务过程和

平台大数据产生过程。
(一)教育云服务内容
教育云是以云技术汇聚海量教育资源和各类

教学应用程序，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教师、学生和学
校管理者，用于支撑课堂教学、备课教研、自主
学习、学校管理等活动，旨在提升学生的能力和
素养的在线平台。通过对国内多个教育云平台进行
调查，发现海量数字化学习资源服务、课堂教学服
务、自主学习服务、教师教研服务和学校管理服务
是教育云提供的主要服务，如图1所示。

1.海量数字化学习资源服务：教育云平台的核
心服务内容，与传统的教育资源分发方式不同，教
育云平台具有海量、随时随地获取的特性，这种资
源服务模式能以更低的成本覆盖更广泛的区域；

2.课堂教学服务：支持课堂教学是教育云平台
的主要服务，基于资源服务和工具支持教师备课、
上课、分组讨论、随堂测试和课后作业等教学活
动，旨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3.自主学习服务：支持学生自主学习也是教育
云平台的主要服务，同样是基于资源服务和工具支
持学生根据自身的需求获取、访问学习资源，并开
展在线学习交互；

4.教师教研服务：旨在支持教师备课、提升教
师能力和水平的服务，基于教育云平台上的教师交
互和资源分享，为教师提供备课、教学的同侪建
议、示范课程、资源共享和协同研究等服务；

5.学校管理服务：基于师生基础数据和师生日
常教学活动，为学校日常管理流程和学校管理决策
提供支持。

当前，各区域教育云为中小学师生、学校提供

自主学习服务

课堂教学服务

海量数字化
学习资源

教师教研服务

学校管理服务

图1  教育云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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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五类服务，旨在提升学生能力素养和学校管理
水平；另一方面，师生和学校应用这五类服务的过
程也是教育云服务产生绩效的过程。

(二)教育云服务过程和平台大数据产生过程
各地教育云平台在投入资源、建设运营方式、

师生应用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研究通过
对多个教育云平台的调查，总结出教育云平台“服
务—应用—产出”过程和大数据产生过程，如图2
所示。

从提供教育云服务到服务绩效产出，教育云服
务包含从教育云服务内容供给、师生应用教育云服
务过程和教育云服务绩效产出三个过程：

1.教育云服务内容：指直接向区域师生提供教
育云服务的硬件、软件、网络带宽、数字化学习资
源等，这些是师生提供服务的对象；

2.服务应用过程：指以教育云服务支持课堂教
学、自主学习、备课教研和学校管理等活动，用以
满足师生的应用需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学校
的管理水平；

3.教育云服务产出：指区域师生接受教育云服
务后产生的效果，直接地体现在师生的满意度上，
间接地体现在包括知识、技能、情感和价值观等在
内的综合素养的提升上。

教育云平台服务过程既是服务绩效的实现过
程，也是教育云平台大数据的产生过程。在教育云
“服务—应用—产出”过程中，教育云平台不但存
储了关于资源、工具等服务内容数据，还跟踪采集
以师生等用户的行为轨迹为主的服务应用过程数

据。而要采集教育云服务效果产出数据，一方面可
以用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师生对教育云服务的满意
度，另一方面可以用教育评价方法评价学生应用教
育云平台后在技能和素养上的提升。

(三)教育云绩效评价目标
Bredrup提出绩效评价是在服务预期和战略目

标范畴内，通过对服务过程和效果的量化评价，支
持对服务过程的重整和持续改进[12]。绩效是一种多
维构建，测量的目标和因素不同，其结果也不同。
因此要评价教育云服务的绩效，首先要确定教育云
服务绩效评价的目标。而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目标
一是来源于教育云服务的战略目标，一是来源于对
绩效本身的界定。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中提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是教育
信息化的两大战略目标，而教育云是实现“资源配
置与服务的集约化发展途径”。教育云服务的战略
目标一方面是要以海量资源和支撑服务提升教育质
量，另一方面是要以云服务的泛在性促进教育公
平。要评价教育云服务的绩效，既要评价教育云服
务对教育质量的提升作用，又要评价教育云服务对
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

对绩效的界定也影响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目标
的设定。当前对绩效的界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
种是“结果的绩效观”，Bernardin认为绩效是“在特
定的时间里，由特定的工作职能或活动产生的产出记
录”[13]；一种是“过程的绩效观”，Campbell认为绩
效是“与组织目标有关的行动或行为，能够用个人的
熟练程度来测量”[14]。从这两种不同的绩效观出发，
既要评价师生应用教育云服务开展教育教学的过程，
又要评价师生应用教育云服务的结果。

从教育云服务的战略目标和绩效观这两个维度
构建教育云绩效评价的目标矩阵，如表1所示。从过
程的绩效观看，绩效是教育云服务于师生各类教育教
学活动的数量；从结果的绩效观看，绩效是教育云应
用于教育教学后产生的效果，直接的体现是师生等用
户对教育云服务的主观满意度，间接的体现是学生知
识、能力、素养的提升。在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的
提升中，教育云服务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本研究以
师生的用户满意度作为评价教育云服务效果的目标。

表1  教育云绩效评价的目标矩阵

提升教育质量战略目标 促进教育公平战略目标

过程
绩效观

评价师生应用教育云开展
各类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
活动的总量

评价各区各校应用教育云开展
各类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活动
的均衡性

结果
绩效观

评价师生应用教育云开展
各类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
活动的总体满意程度

评价各区各校应用教育云开展
各类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活动
的满意度均衡性

教育云
服务内容

网络

硬件

软件

资源

应用过程

课堂教学

自主学习

备课教研

学校管理

教育云
服务产出

综合素养
提升

服务效果
产出数据

服务应用
过程数据

服务内容
数据

教育云平台大数据

应用满意度

图2  教育云服务过程和平台大数据产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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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指标
为表1中的四个象限分别设置一级指标，包

括：教育云平台活动量(I1)、教育云平台活动均衡
性(I2)、教育云平台应用满意度(I3)、教育云平台应
用满意度均衡性(I4)。针对教育云平台活动量(I1)，
对图1中的5类教育云服务的活动设置二级指标，分
别测量教育云服务中资源(I11)、课堂教学(I12)、自主
学习(I13)、协同教研(I14)和教学管理(I15)的活动量。
针对教育云平台活动均衡性(I2)，同样对5类教育云
服务的活动设置相应的均衡性评价指标(I21-I25)，用
于测量各区各校应用各类教育云服务的差异。针对
教育云平台应用满意度一级指标(I3)，分别测量学
生(I31)、教师(I32)、管理者(I33)和家长(I34)对教育云服
务的满意度。而针对教育云平台应用满意度均衡
性(I4)，同样测量4类用户的满意度均衡性评价指标
(I41-I44)。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如图3所
示，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

从评价指标数据采集和加工的视角，二级指
标(I11-I15)和(I21-I25)均采用教育云平台数据采集和加
工的方式评价，一旦数据输入和数据加工方法确
定，同一个区域内的评价结果就具有稳定性和区分
度，也就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二级指标(I31-I34)
和(I41-I44)则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心理学测量方式评
价，通过选择验证过的满意度量表和选择具有代表
性的教师、学生、家长和管理者作为样本来保障指
标的信度和效度。

三、教育云平台大数据加工方法

(一)教育云平台大数据
为克服传统方法难以精准评价教育云服务过

程绩效的问题，本研究选择教育云平台数据作为教
育云过程绩效评价的数据来源。教育云平台蕴含了
海量的过程数据，包括：师生的教学过程数据、学
生的自学过程数据、教师的备课和协同教研过程数

据、学校管理流程数据和“师—生—家—校”之间
的交互过程数据，这些异构数据具备“海量、多样
化、真实性、高速增长、价值稀疏”的“5V”特
性。同时，教育云平台数据还是师生在教育云上开
展各类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活动的数据再现，是教
育云服务绩效评价的理想评价证据和数据来源。教
育云平台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和行为数据两大类，如
表2所示。

表2  教育云平台大数据

类型 数据内容

基础
数据

用户基础数据：包含教师、学生、家长、管理者等用户的区
域、学校、班级等基础信息，以及教师的历史教学记录、学
生的历史学习记录等

资源基础数据：包含资源标题、内容、学段、学科、年级、
教材版本、资源类型、资源的发布者、累计浏览次数、下载
次数、评论、评分等

行为
数据

教育云课堂教学用户动作事件数据：包含师生操作课前导
学、随堂测试、课后作业等支持课堂教学应用的行为事件

教育云自主学习用户动作事件数据：包含学生自主探究、资
源访问、资源下载、UGC发布、自学交互等行为数据

教育云协同教研用户动作事件数据：包含教师备课、协同教
研、教研交互等行为数据

教育云学校管理流程数据：包含设备报修、教师请假、场馆
申请等学校管理流程数据

(二)教育云平台大数据加工方法
以教育云平台数据为对象，面向教育云绩效评

价指标，本研究设计了面向评价的大数据加工方法
体系，主要包括平台活动识别和交互网络测算两类
加工方法。

1.教育云平台教学活动识别
在图3提出的教育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二

级指标(I11-I14)和(I21-I24)是评价师生在教育云中的教
与学活动量与分布，因此要从表2所采集的云平台
大数据中包含的操作和动作中识别出课堂教学、自
主学习、备课教研等活动。对具体教学活动的识别
需要以教育云上该活动的模式和规律为基础，设
计专门的识别算法。教育云平台课堂教学活动识别
算法识别出的一个课堂教学活动过程如下页表3所
示，其中包含了教师的课前准备活动、录课准备活
动、作业讲解、教师板书讲解、学生抢答、学生应
用移动终端参与随堂测试等操作。

2.教育云平台交互网络测算
教育云不仅通过资源和工具支持开展教学

和学习活动，还支持教师和学生在线开展学习交
互、教研交互，而简单判断用户间的交互量并不
能完全体现教育云上自主学习水平和协同教研水
平，应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计算教育云平台的交互
水平。一是以师生、生生间的话题回复，构造自
主学习的关系网络；二是以师师间的话题讨论，

过程绩效观

促
进
教
育
公
平

结果绩效观

提
升
教
育
质
量

教育
云平
台活
动量
(l1)

云资源服务活动量(l11)

课堂教学服务活动量(l12)

自主学习服务活动量(l13)

协同教研服务活动量(l14) 

教学管理服务活动量(l15)

教育
云平台
活动

均衡性
(l2)

云资源服务活动均衡性(l21)

课堂教学服务均衡性(l22)

自主学习服务活动均衡性(l23)

协同教研服务活动均衡性(l24)

教学管理服务活动均衡性(l25)

教育
云平台
应用

满意度
(l3)

学生平均满意度(l31)

教师平均满意度(l32)

管理者平均满意度(l33)

家长平均满意度(l34)

教育云
平台应
用满意
度均衡
性(l4)

学生满意度区域均衡性(l41)

教师满意度区域均衡性(l42)

管理者满意度区域均衡性(l43)

家长满意度区域均衡性(l44)

图3  教育云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I1-I4)



21

Big Data & Education Governance
大 数 据 与 教 育 治 理2018.6 中国电化教育 总第377期

构造协同教研的关系网络。以教育云平台协同教
研交互网络为例，本研究通过交互网络测算方法
绘制的师生交互关系网络如图4所示，其中平均度
为3.446，而网络密度仅为0.0016，表明在该实例
中，师生的交互水平较低。

表3  教育云平台教学活动识别结果实例 

平
台
应
用

动作时间 平台动作 教学
活动

教
学
应
用
B

2017/3/9 10:34 选中画笔

课前
准备

2017/3/9 10:34 打开资源页面

2017/3/9 10:34 点击学生锁屏

备
课
应
用
A

2017/3/9 10:40 左键单击“登录界面”的【记住密码】按
钮

2017/3/9 10:40 左键单击“登录界面”的【登录】按钮

2017/3/9 10:40 在“课后作业-更多操作-作业类型”中，
【左键单击“全部作业”按钮】

2017/3/9 10:40 在“教材资源-我的资源-更多操作-资源
格式”，【左键单击“全部”】

2017/3/9 10:40 在“教材资源-我的资源-更多操作-资源
类别”，【左键单击“全部”】

2017/3/9 10:40 教材资源界面，左键单击教材目录中的
【章节目录】节点

2017/3/9 10:40 所使用的【操作系统】

2017/3/9 10:41 左键单击“登录界面”的【登录】按钮

2017/3/9 10:41 硬件环境的基础配置。

2017/3/9 10:41 登录客户端后，左键单击【互动课堂】图
标

教
学
应
用
B

2017/3/9 11:16 选中画笔

准备
录课

2017/3/9 11:16 打开高拍仪窗口

2017/3/9 11:16 打开屏幕截图窗口

2017/3/9 11:16 点击学生锁屏

2017/3/9 11:16 导入EDUX课件

2017/3/9 11:20 选中画笔

2017/3/9 11:20 录课开始

2017/3/9 11:20 点击发送作业 作业
讲解2017/3/9 11:20 点击发送板书

2017/3/9 11:20 打开屏幕广播
教师
板书
讲解

2017/3/9 11:20 点击学生锁屏

2017/3/9 11:20 数码笔控制

2017/3/9 11:27 进入班级管理页面
课堂
交互
学生
抢答

2017/3/9 11:27 选中画笔

2017/3/9 11:27 打开学生抢答

2017/3/9 11:27 打开学生答题

2017/3/9 11:27 打开随堂检测 学生
随堂
测试2017/3/9 11:27 点击学生锁屏

2017/3/9 11:27 数码笔控制
教师
板书
讲解

2017/3/9 11:30 选中画笔

2017/3/9 11:30 点击学生锁屏

四、基于大数据的教育云平台绩效评价实例

从2017年9月到12月，研究者作为独立第三方
对W市的教育云平台开展了绩效评价。通过对本次
评价的背景、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加工过程和评
价结论的描述，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基于大数据的
教育云平台绩效评价模型、指标与方法的科学性
与可行性。

(一)实例背景
W市是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

模化应用专项的试点城市，W市通过购买服务
的方式向全市基础教育师生提供免费服务，旨
在通过中小学师生的规模化教育云应用，促进
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方式的变革，提升教师专
业能力和学生综合素养。为推广教育云服务，
W市发布了《教育云示范工程实施方案》等政
策文件，还成立了教育云专班，专门推进教
育云。W市教育云平台提供了包括海量教育资
源、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协同教研和学校管
理5大类服务，提供服务的资源总量超过450万
条，还提供了包括集成授课服务、自主学习服
务、备课教研服务和学校管理服务在内的教育
教学和教育管理支持服务。为了掌握当前W市
教育云服务应用及效果，W市教育局引入独立
评价第三方对W市教育云服务开展绩效评价。

(二)W市教育云评价大数据采集
为开展W市教育云平台的绩效评价，本研究

共采集了包括10大类、139个数据表(含Nosql数
据集)，共126199265条数据。还通过抽样问卷调
查的方式，采集了涵盖全市各区域中小学校长、
教师、学生和家长共31749个样本的调查数据，
其中有效问卷31670份，有效率为99.75%，如下
页表4所示。

平均度=3.446   最大度=19   平均密度=0.0016   标准差=0.0531

图4  教育云平台交互网络测算可视化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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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W市教育云平台数据采集

类型 数据内容 数据量 时间范围

教育
云平台
数据

用户基础数据 20809072条
全部时间范围

资源基础数据 11420105条
课堂教学应用行为数据 87614842条

2017年1月-
2017年11月

协同教研行为数据 5586364条
自主学习行为数据 642288条
学校管理流程数据 126594条

问卷
调查数据

学生调查问卷 12858份

2017年11月
教师调查问卷 6108份
家长调查问卷 11831份
学校管理者调查问卷 873份

(三)W市教育云评价数据加工
通过对表4描述的教育云平台评价大数据的加工，

得到W市教育云平台的评价指标如表5所示。其中，用
各区分布的基尼系数表示W市教育云分布的均衡性。

表5  W市教育云平台数据加工

教育云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教育云促进区域教育公平

云资源
服务活
动 量
(I11)

资源收藏次数 353653 云资源
服务活
动均衡

(I21)

资源收藏均衡 0.33
资源下载次数 1158896 资源下载均衡 0.32
资源用于备课、
教学次数 1140669 资源用于备课、教学

均衡 0.54

课堂教
学服务
活动量
(I12)

课前导学活动量 5370 课堂教
学服务
活动均
衡(I22)

课前导学活动均衡 0.50
随堂测试活动量 9035 随堂测试活动均衡 0.50
小组讨论活动量 20758 小组讨论活动均衡 0.52
课后作业活动量 19137 课后作业活动均衡 0.69

自主学
习服务
活动量
(I13)

自主探究活动量 5370 自主学
习服务
活动均
衡(I23)

自主探究活动均衡 0.50
自主学习交互量 87979 自主学习交互均衡 0.72

自主学习UGC量 883481 自主学习UGC均衡 0.62

协同教
研服务
活动量
(I14)

教育云备课量 3838 协同教
研服务
活动均
衡(I24)

教育云备课均衡 0.52
协同教研活动量 299 协同教研活动均衡 0.66

协同教研交互量 116 协同教研交互均衡 0.70

教学管
理服务
活动量
(I15)

请假流程活动量 1267
教学管
理服务
活动均
衡(I25)

请假流程活动均衡 0.66
设备报修流程活
动量 223 设备报修流程活动均

衡 0.54

场馆申请流程活
动量 176 场馆申请流程活动均

衡 0.66

(四)W市教育云评价结论
面向如前面表1的教育云评价的目标矩阵，对

W市教育云的评价从教育云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
育公平以及W市教育云的应用过程和应用结果这四
个维度得出评价结论。教育云提升区域教育质量的
过程指标如图5(a)所示，W市教育云应用量以资源
服务活动最为突出，接近人均1次；而教育云支持
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的活动水平较为接近，均超过
人均0.5次；而教育云支持协同教研和教学管理的
活动水平都较低。教育云促进教育公平的过程指标
(基尼系数)如图5(b)所示，由于基尼系数介于0-1之
间，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表明W
市各区教育云应用活动差距都较大(>0.4)，而教育
云服务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协同教研和管理服
务更是差距悬殊(>0.5)。从教育云提升教育质量来
看，W市教育云服务的绩效主要体现在资源服务、

课堂教学服务和自主学习服务等在教与学中的应
用；而从教育云促进教育公平来看，各区域间应用
差异较大，说明教育云服务不仅没有促进教育公
平，反而扩大了各区间的差距。

通过对W市全部区域内学生、教师、家长和管理
者的大范围抽样调查，可以得出教育云服务绩效的结
果满意度评价指标，如图6所示。其中教育云提升区
域教育质量的结果指标如图6(a)所示，学生和教师的
平均满意度均高于80%，而管理者和家长的平均满意
度均高于70%，表明在教育云推广的阶段，师生切实
感受到教育云带来的变革，从而产生了较高的满意度
评价，而管理者和家长参与教育云的程度较低，满意
度也相对较低。教育云促进教育公平的结果指标(基
尼系数)如图6(b)所示，表明W市各区学生、教师、家
长、管理者对教育云的满意度非常平均(<0.1)。结果表
明，W市学生、教师、家长和管理者越多接受教育云
服务就能产生越高的满意度，而各区学生、教师、家
长和管理者的满意度几乎没有差异。

通过对W市教育云服务的绩效评价发现，W市
教育云服务在部分服务内容上(资源服务、课堂教
学、自主学习)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应用，产生了显著
的过程绩效，而且用户对教育云服务的满意度超过
70%，取得了较好的满意度效果。但在教研服务和管
理服务上应用绩效还不高，加之各类应用在各区域间
应用不均衡，表明W市教育云服务的应用绩效仍有提
升的空间。从对W市的评价结果看，由教育行政部门

云资源
服务

活动量

课堂
教学
服务
动量

自主
学习
服务

活动量

协同
教研
服务

活动量

教学
管理
服务

活动量

云资源
服务

活动均衡

课堂教学
服务活动

均衡

自主学习
服务活动

均衡

协同教研
服务活动

均衡

教学
管理
服务
活动
均衡

图5  W市教育云服务过程绩效

(a) 教育云提升教学质量(过程) (b) 教育云促进教育公平(过程)

学生满意度

教师
满意度

管理者满意度

家长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均衡

教师
满意度均衡

管理者满意度均衡

家长
满意度
均衡

图6  W市教育云服务结果绩效

(a) 教育云提升教学质量(结果) (b) 教育云促进教育公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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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教育云应用绩效取决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推进力
度，在某些区域、某些应用上推进力度较大，其应用
绩效就高；在某些区域、某些应用上推进力度不够，
其应用绩效就较低。但不论是应用绩效高还是应用绩
效较低的区域，由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驱动，用户
满意度都普遍较高。教育云服务的应用绩效不仅应来
源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还应来源于师生和管理者
对教育云服务产生的应用黏性。此外，从评价目标、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设计上看，教育云服务的过程绩
效能较好地反映教育云服务的应用水平，而主观满意
度很难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有效反映教育云服务的应
用结果和均衡性。

五、总结与展望

面向教育云平台的绩效评价问题，本研究以教
育云平台大数据为主要评价证据，设计了一套教育
云服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数据加工方法，并用
实例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教育云平台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一方面，本研究旨在为
我国各区域教育云的绩效评价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
方案，为各区域教育云服务的购买决策提供有效的
支持；另一方面，本研究还率先把教育云作为一项
教育公共服务，对教育云服务的绩效评价问题开展
专门的研究。受篇幅的限制，本研究在教育云平台
大数据的加工算法方面未能展开描述。在后续的研
究中，笔者将从教育云服务数据的清洗、加工、挖
掘方法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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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Cloud Public Service Based on Educational Big Data 
Zhou Peng, Li Huan, Liu Peiwen, Wu D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Providing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 and application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by education cloud is 
of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education quality and fairness. It’s a critical research question for education cloud platform that 
how to design a set of indicators and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educational cloud service on serving th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quantitatively. Facing the research quest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cloud service, the study designed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rchitecture of education cloud service based on educational big data on the education cloud platform. Firstly, 
education cloud service content and process were analysis. The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goal of education cloud was proposed 
and an indicator system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cloud was designed. And processing method of education cloud 
platform big data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indicator system. Finall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ase of education cloud in W city 
was described for proving the indicator system and processing method design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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