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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技术在课程相关性中的应用研究

陈 熔

（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泰州 ##$%&&）

【摘 要】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教学管理数据库中的学生成绩进行分析，找出各课程之间的隐藏关系，得

到一些合理、可靠的课程关联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进行课程的合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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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基于校园网络教学管理系统中学生成绩信

息的急剧增长，现在的教务管理人员很难再像以前

一样找出规律进行决策。特别是还有一些难以察觉

的隐含信息，比如一门课程设置后对其他后续课程

的影响，以及前、后续课程设置的顺序对教学效果的

影响等等。因此必须借助于相应的工具进行数据规

律及模式的发现，为决策提供决策。数据挖掘技术

可以用于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隐藏于其后的规律或

数据间的关系，它通常采用机器自动识别的方式，不

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为

用户的决策分析提供智能的、自动化的辅助手段。

# 数据挖掘概述

#* ) 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

数据挖掘（1232 456567，14）就是对观测到的数

据集 （通常是非常庞大的）进行分析，目的是发现未

知的关系和以数据拥有者可以理解并对其有价值的

新颖方式来总结数据。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帮助人们

从数据库、特别是数据仓库的相关数据集中提取出

所感兴趣的知识、规则或更高层次的信息，并可以帮

助人们从不同程度上去分析它们，从而可以更加有

效地利用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数据挖掘技

术不仅可以用于描述过去数据的发展过程，还可以

进一步预测未来趋势。这些信息是关于数据的整体

特征的描述及对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决策生成中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而可以很好的支持人们的决

策。

#* # 数据挖掘的任务

数据挖掘的任务是发现知识，主要包括以下几

类知识的发现：广义型的知识，反映同类事务共性的

知识；特征型知识，反映事物各方面特征的知识；差

异性知识，反映不同事物之间属性差别的知识；关联

型知识，反映事物之间依赖或关联的知识；预测性知

识，根据历史和当前的数据推测未来的数据；偏离型

知识，揭示事物偏离常规现象。

#* % 数据挖掘的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挖掘是寻找数据项中的有趣联系，决

定哪些事情将一起发生。更确切的说，关联规则通过

量化的数字描述物品甲的出现对物品乙的出现有多

大的影响。

设 8 9 :5)，5#，⋯，56 ; 是项的集合，其中的元素称

为项，< 为 ’ 的集合，这里 ’ 是项的集合，并且 ’6
8。如果 =6’，那么称 ’ 包含 =。

一个关联规则是形如 =1> 的蕴涵式，这里

=68，>68，并且 =-> 9 !。规则 =1> 在集合 < 中

的支持度 （?@AABC3）是 < 集中包含 = 和 > 的数与所

有项数之比，记为 ?@AABC3 /=1>0，即：?@AABC3（=1
>）9 :’：=,>1’，’)<; D <

规则 =1> 的可信度是指包含 = 和 > 的数与包

含 = 的数之比，记为 EB6F5GH6EH /=1>0，即：EB6F5,
GH6EH（=1>）9 :’：=,>6’，’)<; D :’：=6’，’)
<;

关联规则挖掘的任务是：给定一个集 <，求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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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满足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的关联规则。

# 数据挖掘技术在课程相关性的应用

#$ % 数据的预处理

学校教学管理系统中的原始数据是不能直接应

用于数据挖掘的，表 % 是某学校教务处学生成绩数

据库，显然，这些信息中存在很多无用的冗余数据，

而且这些无法进行数据挖掘，必须进行数据的预处

理。

表 % 学生成绩数据库

学号 姓名 班级代码 学年 学期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补考 % 补考 & ⋯⋯⋯
5’% 张5 &’’(5 ’# ) ’( % ’!’%’%& 数据结构 ( "!
5’& 王5 &’’(5 ’# ) ’( % ’!’%’%& 数据结构 ( *"
5’# 陈5 &’’(5 ’# ) ’( % ’!’%’%& 数据结构 ( +,
5’( 叶5 &’’(5 ’# ) ’( % ’!’%’%& 数据结构 ( !’

数据预处理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横向

结构，另一种是采用纵向结构。一般教学管理数据

库的学生成绩均是采用纵向结构，为不破坏原有的

数据库结构，我们决定采用纵向结构，且如将学生成

绩转换成横向结构会花费较多的时间且在系统其他

应用时会产生连接上的冗余、效率低等缺点，故放弃

此方法。预处理后的表以每一个学生作为一个事务，

该事务包含此学生的所有数据，如表 &：

表 & 处理后的学生成绩表

学号 - ./ 0 课程代码 - 12/ 0 成绩 - 23 0 ⋯⋯⋯

&’’(’%#%’% ’!’%’%% *,
&’’(’%#%’% ’!’%’%& "*
&’’(’%#%’% ’!’%’%# "(
&’’(’%#%’& ’!’%’%% !’

#$ & 数据挖掘算法

最经典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是 4567867 算法，其

思想是利用已知的高频数据项集推导其他高频数据

项集。4567867 算法是一种宽度优先算法，算法步骤

如下：

!在第一次扫描中，4567867 算法计算 9 中所有

单个项目的支持度，生成所有长度为 % 的 %——— 频

繁项集的集合 :%。

"如果 :1 ) % 已生成，现在可用它来生成 :1。若

有两个 :1 ) %，如果其前面的 :1 ) & 相同，而最后一项

不同，则将这样的两个 :1 ) % 进行连接后得到候选

1——— 项集的集合 ;1。

#对候选 1——— 项集 ;1 进行剪枝，从 ;1 中删除

所有（1 ) %）——— 子集不全包含在 :1 ) % 中的项集。

$扫描数据库事务 9，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事务，

如果它包含 ;1 中的候选项集 2，则将 2 的计数值加

%（在扫描开始时，初始值为 ’）。扫描 ;1，计算这些候

选项集的支持度，删除其支持度低于用户给定的最

小支持度的项集，最后，生成所有长度为 1 的频繁项

集 :1。

%重复步骤"到$，直到 :1 为空。

&对 :% 到 :1 取并集即为最终的频繁集 :。

4567867 方法在由候选频繁项目集确定频繁项目

集时只需扫描一遍数据库即可得到所需结果，但由

于我们的数据库采用纵向结构，每个事务的数据分

布在许多条纪录中，故我们改进算法，为侯选频繁项

目集的每一个项目，逐遍扫描事务库，以得到所需数

据 < <
:% = >7?@ ) >6ABCA?DEFE7DAGHADH -9 0；
I86 - 1 = &；:1 ) %*’，1 J J 0 K

;1 = L567867EMA? -:1 ) %，G7?EHC5 0；
>86 AL2/ 2);1 K N N H2L? 9 >86 28C?DH

2$ 28C?D J J ；

O
:1 = K2);1 P 2$ 28C?D#G7?EHC5O

O
6ADC6? : =,1:1；

5682A@C6A /LHE7?>6ABCA?DEHCQHAD - 2R 2L?@7@LDA 1 )
7DAGHAD；:1 ) %R >6ABCA?D - 1 ) % 0 ) 7DAGHAD 0；

>86 AL2/ - 1 ) % 0 ) HCQHAD H 8> 2
7> H +:1 ) % D/A?

6ADC6? ST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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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挖掘结果

根据以上算法对学校教学管理数据库中相关专

业的学生进行了测试，并设置最小支持度为 .- /，最

小置信度为 .- 0，得出先学《数据结构》对学习《1 语

言》是有好处的，学习《数据结构》成绩优的同学再选

学《1 语言》及格可能性大。支持度为 .- /2，可信度达

.- 0"。可得出学习顺序建议：《数据结构》1《1 语言》。

3 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了数据挖掘技术在课程相关性研究

中应用的可行性之后，提出了通过关联规则进行课

程相关性研究的实施方案，并对一个专业的部分课

程的数据进行了挖掘，证明了通过数据挖掘关联规

则对课程相关研究的实际意义，这将为学生在课程

学习中进行有关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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