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信息时代，自主学习交流平台为广大学习者

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让广大用户在学习中遇到的

各种困扰，通过交流平台可快速交流解决，具有较

强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主学习交流平台整

体上易于操作，系统的可见性非常好，均为图形化

界面，许多页面都是单击选择即可输入的模式，对

用户的要求不高，超级管理员会一些基本的电脑操

作便可。该平台从功能上主要包括用户提问与回

答、用户搜索问题、管理员管理问题、管理用户等主

要功能模块[1]。

1 系统概述

该自主学习交流平台采用的是B-S三层架构开

发模式，对平台的和后台数据库进行了分离，这样

能很好的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平台的稳定运行。

前端和后台数据的交互如图1所示。

平台主题分为前台功能和后台功能，每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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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前后台数据交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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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模块都进行集中式管理，使每个模块除了完成

自己的子功能以外，不同模块之间还要存在一定的

联系，大大提高了平台的稳定性。该平台总体功能

如图2所示[2]。

自主学习平台有超级管理员和普通用户两种

身份。游客在平台首页点击注册按钮之后，按要求

正确填写相关信息，并选择遵守平台规则之后即可

成功注册自己的账号，登录自己账户来到平台首

页，平台主要由平台规则、讨论区、我要提问、搜索

问题、我的问题、个人资料和修改密码等功能模块

组成。

管理员在浏览器输入 127.0.0.1:8080/admin 来

到登录界面，正确输入账号和密码，进入平台管理

首页，超级管理员可看到平台规则，可对当天的数

据进行统计，还可对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管理，对

不符合平台规则的问题进行删除操作，并对不遵守

平台规则的用户进行禁言处理，查看平台自主预测

的用户的年龄结构、所在地、热门话题等信息，收集

热门话题创建学习兴趣小组，并利用平台通过用户

对学习资源的评价及点赞等行为的分析，超级管理

员可对表现较好的用户给予更优质的服务与优惠，

可以添加新的主题和删去用户们不需要的主题，还

可查看所有注册会员的所有信息，在用户忘记登录

密码时，联系管理员即可找回登录密码[3]。

普通用户注册账号并登陆成功之后，便进入自

主学习交流平台首页，在此可以看到各个功能模块

的展示（图3）。超级管理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成功后，即可进入平台管理员首页（图4）。

2 KNN算法概述

KNN算法中文名称叫最近邻算法，是将给定的

检验元组与其相似的训练元组实施比较进行学习，

该算法是一种应用于分类与回归的无母数统计算

法，主要应用在信息检索与过滤、网页分类、数据回

归及产品推荐等。该算法是假设一个样本，在特征

空间中的 k个最相似（最邻近）的样本中的绝大部分

都归类于其中一个类别，那么这个样本也归类于这

个类别，该算法所选取的邻居均为已正确分类的对

象。简单来讲就是有一堆已分类好的数据信息ω1、

ω2、和ω3（图5），当加入一个新数据信息 xu时，xu和训

练数据中的每个点算垂直距离，再挑选与 xu距离最

近的K个点，看这K个点属于哪种类型，如果 xu中多

数点属于ω1，则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将xu这个新

数据归类到ω1中[4]。

通常测试的样本和训练样本的相似度采用欧

式距离进行测量，2个文本向量 a与b之间的欧氏距

离表达式如式（1）。

（1）

如果训练样本个数能够趋于无穷大，并且K值

固定，则这 K 个近邻全部将收敛于 xu。类似于

最近邻规则，K 个近邻的标记全为随机数据，概率

P(ω i|xu)（i=1,2,… ,K）全为互相独立的 [5]。如果 P

(ωm|xu)是那个较大的后验概率，按照贝叶斯分类原

理，则选择ωm这个类别。最近邻规则根据P(ωm|xu)

这个概率选择类别，而按照K近邻规则，必须当K个

最近邻中的大部分标记在ωm类别中，方可判定为ωm

类别，这种断定的概率为式（2）。

（2）

一般K值越大，选择ωm类别的概率就越大。

3 系统软件设计

在用户进入自主交流平台的登录界面之后，输

入对应的账号和密码，系统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判

图2 自主学习交流平台总体功能图

图3 普通用户模块结构 图4 超级管理员模块结构

图5 KNN算法解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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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并作出相应的应答（图6）[6]。

在 Java编程中，首先计算测试样本与每个训练

样本之间的距离值D，算出K个最临近样本中的最

大距离值 Dmax，将 D 与 Dmax 值进行比较，如果 D 比

Dmax小，即作为K最近邻样本，如此往复，统计出每

个类标号出现的次数，将次数最多的作为测试

样本的类标号（图 7）[7]。

程序编写KNN算法主体类时，定义 comparator

作为优先级队列的比较函数，得到的距离越大，其

优先级越高,具体程序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KNN

{

private Comparator<KNNNode> comparator =

new Comparator<KNNNode>()

{

public int compare(KNNNode x1, KNNNode x2)

{

if (x1.getDistance() >= x2.getDistance())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1;

}

}

};

在计算测试样本与训练样本之间的距离时，设

D1为测试样本，D2为训练样本，distance为距离返

回值。

public double calDistance(List<Double> D1,

List<Double> D2)

{

double distance = 0.00;

for (int i = 0; i < D1.size(); i++)

{

distance += (D1.get(i) - D2.get(i)) * (D1.get(i) -

D2.get(i));

}

return distance;

}

4 测试结果分析

系统完成后，首先启动 tomcat 服务器之后，然

后在浏览器输入127.0.0.1:8080/com.study即可进入

自主学习交流平台的首页（图8）。

自主学习交流平台的所有功能在用户成功注

册账户之后即可免费使用，点击首页的注册按钮之

后，按要求填写对应的信息并点击遵守平台规则，

再点击注册按钮即可成功注册账号，但所填信息不

符合平台规则，对乱填信息注册平台的用户，可实

现无效拦截过滤（图9）。

管理员进入登录界面后，可实时查看系统统计

出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通过年龄因素预测哪

个年龄段对平台比较关注，便于后期更好的定向推

广（图10）。

将 KNN 算法用到数据库中，在后台管理平台

上，系统收集最新话题，并根据点赞数、浏览数、回

复数等参数预测出最热话题，再进行归类并预测出

图6 用户登录

图7 KNN算法流程图 图8 自主学习交流平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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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供用户学习，也给平台创建学习兴趣小

组提供依据（图11）。

单击问题管理，可看到注册者浏览的所有问

题。点击右上角的违规问题统计按钮，系统根据

KNN算法可展示所有判定为违规的问题，对违反平

台规则的问题，点击对应问题后的删除按钮即可删

除（图12）。

点击主题管理按钮，可看到供用户选择的主题

（图 13）。根据KNN 算法，平台根据用户对各个主

题的学习资源的评价进行分析，对表现较好的主题

和用户给予更优质的服务与优惠，从而更好地提高

平台的质量。如果某个主题不是很受用户的欢迎，

管理员可单击该主题后的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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