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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竞赛”驱动下的研究生教育模式研究

丁兆云，王　晖，李　沛，张　鑫
（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课后大作业为提升研究生实践动手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内研究生教育助教机
制不够健全导致研究生教师工作量大，教师重视课堂教学而忽略大作业；另一方面，学生对大

作业的兴趣度不高，完成大作业的成就感不强，很难达到提高研究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效果。以

“数据挖掘”研究生课程为例，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数据挖掘竞赛平台，将竞赛平台引入到课堂教

学中，以竞赛平台为牵引，驱动研究生的课后大作业，重点研究了引入竞赛平台的研究生成绩

评定模型与互联网竞赛团队组合模式，最大化地发挥学生参与互联网竞赛的积极性与提高学生

实践动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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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大作业存在问题

２０１５年的两会上，“互联网＋”被纳入国家战

略，在此基础上，“互联网 ＋教育”的模式逐渐引
起相关学者的重视。教师借助互联网，以微课、

慕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等新颖的方式来进行

授课。研究生课程通常由课堂教学和课后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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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两部分组成，课堂教学能够提高研究生的理

论学术能力，课后大作业能够提高研究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

尽管 “互联网 ＋教育”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研究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但是，该模式

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研究生对课后大作业的参与

积极性这个问题。目前，国内研究生对大作业参

与的积极性不够高，完成的质量相对也较差。一

组山西大学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不做作

业的情况普遍存在，从来不做作业的占到了３９％，
而每次都完成作业的只占到了１７％，有１／３的大
学生认为大学里没有必要布置作业，５７％的学生认
为大学作业是必不可少的，其他学生对作业的必

要性持可有可无的态度［１］。在这一方面，距离国

外研究生教育还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国内研究生教育助教机制不够健全，教师
被动的布置研究生大作业。目前，国内研究生课

堂主要由一名教师独立授课，课后实践大作业也

有该老师布置，尽管有些高等院校安排了研究生

助教，但助教大部分是兼职或者由博士研究生来

完成，助教实质性参与度不高。因此，授课与研

究生大作业的工作实质都由一名研究生授课老师

完成，从而导致授课老师的工作量巨大。授课老

师通常把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课堂教学方面，而

不重视课后大作业，从而导致授课老师布置的课

后大作业本身质量不高，甚至有些大作业被用来

应付多届研究生，大作业题目较老，已经完全脱

离时代，陈旧的题目很难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授课老师也很难花费大量时间来评阅

学生的大作业，从而导致一些完成质量较高的大

作业容易被授课教师漏掉，大作业的评分差异性

不大，从而更加影响部分花费大量时间在大作业

上的学生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

南京大学徐萍等人在 《学位与研究生研究》

中总结了我国研究生助教中的五个问题［２］： （１）
认识不到位； （２）部分研究生对助教兴趣不大；
（３）教师滥用研究生助教制度；（４）经费缺乏保
障；（５）管理无约束。
２．学生对大作业的兴趣度不高，完成大作业

的成就感不强。授课老师布置的大作业质量本身

不高，导致研究生也很难有兴趣来完成大作业，

研究生通常为了拿到平时成绩敷衍了事的完成大

作业，从而导致大作业的质量不高，没有真正达

到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的效果。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王志霞等人在 《比较

教育研究》中总结了我国大学生在作业上的五个

问题［３］：（１）作业的教育价值未被充分认识；（２）
作业的数量少、频次低； （３）作业的类型单一；
（４）作业抄袭现象普遍；（５）缺乏有效的作业反
馈机制。

因此，目前迫切需要研究一种新型的研究生

大作业模式，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二、“互联网 ＋竞赛”的大作业更
具有时代先进性

　　如何建立一种耗时少，质量高的研究生大作
业模式已成为目前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难题。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种大作业模式已逐渐成为

可能性。以 “数据挖掘”这门研究生课程为例，

目前互联网上已存在多种数据挖掘竞赛平台，比

如国外的ｋａｇｇｌｅ竞赛平台、国内的天池大数据竞赛
平台、国内的数泉竞赛平台等大数据竞赛平台，

另外还包括各种数据挖掘国际会议举办的竞赛，

比如ｋｄｄＣｕｐ等，这些竞赛平台提供的题目通常都
是主流技术需求，且时效性非常高。国内已存在

部分高年级的研究生参加此类数据挖掘竞赛，且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另外，现在各大企业招聘应

届研究生的时候，参加竞赛获得的名次证书也起

着重要作用。

将竞赛平台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以竞赛平台

为牵引，驱动研究生的课后大作业，可以让学生

尽可能早地了解国内外主流技术需求，也可以让

学生在课堂上学以致用，利用所学的理论解决当

前的迫切问题。另外，由于这种竞赛平台提供排

名机制，学生很快就能够根据排名了解自己所学

知识的不足，在排名机制的驱动下，学生通常会

自学新知识，以积极性的学习态度来提高自己的

排名。同时，研究生就业时需要的竞赛证书也迫

使学生对竞赛具有浓厚的兴趣，不仅能够学到知

识，而且好的排名证书在就业时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引入互联网竞赛模式，来驱动研究生

的课后大作业，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主动积极性

和成就感，而且真正能够达到通过实践来巩固所

学知识的效果，将知识转换为能力；同时，教师

可以直接利用竞赛题目，通过竞赛提交次数来判

断学生是否在大作业上花了功夫，通过排名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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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从而节约了传统的批改

作业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教师的工作量，

起到助教的作用；进一步地，竞赛平台的题目内

容超过了传统的课本题目，更加具有新颖性和时

代前沿性。

　　三、“互联网 ＋竞赛”的大作业面
临新问题

　　如何在课堂上利用好竞赛平台，以最大的可
能性来驱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还存在如下几个

问题：

（１）评分的标准难以确定，研究生课程通常
具有多个互联网竞赛平台，每个竞赛平台包含多

个竞赛题目，使得学生所选题目分布在多个平台、

多个题目上，互联网竞赛平台的差异性导致综合

衡量学生在不同平台、不同题目上的成绩存在困

难性。同时，互联网竞赛平台自身对每个参赛选

手提供的排名具有时效性，参赛选手每天可以提

交自己的参赛结果，参赛选手的排名每天都存在

差异性，为了激发学生力争向上的积极性，在一

个好的排名基础下，更好的成绩应该偏向于每天

都争取进步的学生。

（２）如何让学生组队，既能够达到团结协作
的目的，又尽可能降低作业抄袭的可能性。互联

网竞赛平台通常都由一个团队协作来完成一个题

目，团队成员数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作业质量，团

队成员过少，则竞赛成员力量过于薄弱，题目的

完成质量可能得不到保障；团队成员过多，部分

成员可能存在浑水摸鱼的侥幸心态，不付出力量，

但跟着其他成员获得较好成绩，严重影响其他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团队中的每个成员对竞赛题目

的贡献也存在差异性，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区分差

异性，表扬付出更多努力的学生，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团队协作的积极性。

（３）如何融合竞赛平台大作业到课堂教学中，
既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又能够促进学生取得更好

的成绩。互联网竞赛大作业区分于传统的大作业，

其时间周期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如何改变教学模

式，才能够使学生尽可能早的适应竞赛模式。

针对上述问题，老师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加

强：第一，如何综合评定学生大作业成绩；第二，

如何鼓励学生组团参赛；第三，如何改进教学模

式来适应互联网竞赛。

本文针对老师需要做的三个工作，主要研究

了面向互联网竞赛平台的成绩评定模型、研究生

团队组合模式，最大化地发挥学生参与互联网竞

赛的积极性与提高学生实践动手的能力。另外，

本文所涉及的大作业通常指研究生在课堂之外完

成的作业，目的是为了锻炼研究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通常适合工科类专业课的大作业。

　　四、“互联网 ＋竞赛”新问题解决
方案

（一）成绩评定模型

一门研究生课程通常对应多个互联网竞赛平

台、多个竞赛题目，同时，学生自身研究背景和

兴趣存在差异性，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不同

的竞赛题目，从而导致学生的成绩将分布在不同

平台、不同题目上。但一门课程的老师需要根据

学生的竞赛排名来综合评定一个班级学生的成绩，

因此，需要融合多个互联网竞赛平台、多个竞赛

题目的成绩来综合评定每个参与学生的成绩。以

研究生课程 “数据挖掘”为例，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各个平台的不同竞赛题目，

由于选择的题目不一样，所得到的竞赛成绩标准

也不一样。

表１给出了ｋａｇｇｌｅ竞赛平台成绩排名示例。由
表所示可知，互联网竞赛平台一般以团队为单位

来排名，不同的竞赛平台得分值具有差异性，且

通常都提供了排名变化情况以及最新一次提交结

果时间。

为了综合异构平台、异构题目的成绩，首先

采用概率统计模型 ｆ（ｘ）来分析各个竞赛平台、
竞赛题目中本身所有参赛选手成绩排名的概率分

布。参赛选手成绩排名的概率分布需要采用假设

检验方法来建模，本文假设学生成绩分布大致拟

合正态分布：

Ｘ～Ｎ（μ，σ２）
在此基础上，以每个竞赛平台、特定题目 ｊ的

所有参赛选手竞赛成绩数据为统计抽样对象，来

估计正态分布的期望μｊ和方差σｊ。
随后，采用ｚ分数规范化对参加竞赛的每个学

生成绩ｖｉ进行规范化：

ｖ′ｉ＝
ｖｉ－μ
σ

ｖ′ｉ表示规范化后的学生成绩，以此来对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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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竞赛平台、不同题目的学生成绩进行综合规

范化，综合来衡量参赛学生的成绩。

表１　ｋａｇｇｌｅ竞赛平台成绩排名示例

排名 注册账号 得分 上一次提交排名 提交时间

１ ＨａｎｇＹｕ ０７７１２７ ５３ 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２ Ｄａｎｎｙｅ ０７５０４７ ７ ２０１６－１１－１９

３ ＮＵＤＴ＿ＺＹＤＩＮＧ ０７４８５８ １１ ２０１６－１１－２９

…… …… …… …… ……

另外，互联网竞赛平台自身对每个参赛选手

提供的排名具有时效性，参赛选手每天可以提交

自己的参赛结果，参赛选手的成绩排名每天都根

据其提交结果而变化。为了激发学生力争向上的

积极性，在一个好的排名基础下，更好的成绩应

该偏向于每天都争取进步的学生，因此，本文在

互联网竞赛的全生命周期范围内跟踪学生每天的

成绩排名状况，采用成绩变化率来计算学生成绩

的进步值，本文以 “数据挖掘”这门研究生课程

为例，竞赛平台主要包括国外的 ｋａｇｇｌｅ竞赛平台、
国内的天池大数据竞赛平台、国内的数泉竞赛平

台等，在竞赛的初赛、决赛等各个阶段，每天利

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参赛选手的成绩。

（二）竞赛团队组合模式

互联网竞赛中团队成员数量将一定程度上影

响互联网竞赛的成绩，团队成员过少，则竞赛成

员力量过于薄弱，题目的完成质量将不能够得到

保障；团队成员过多，势必部分成员存在浑水摸

鱼的侥幸心态，不付出力量，但跟着其他成员获

得较好成绩，严重影响其他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本文采集各竞赛平台不同题目排名靠前的参赛团

队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取这些参赛团

队频繁的成员数量，以此成员数量来指导学员的

组队模式。

另外，为了最大化激发团队每个参与成员积

极性，采用随机投票模型，类似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算法的
随机游走思想，每个参赛成员赋予一定的投票额

度，根据其他组员在竞赛的投入度来决定投票份

额，最后根据每个参赛成员手中新获得的投票额

度来决定其投入度，以此来综合评价组内每个成

员在竞赛中付出努力的程度，综合评价组内成员

成绩，来激发每个成员的参赛积极性。

（三）针对互联网竞赛的教学模式

互联网竞赛大作业区分于传统的大作业，其

时间周期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为了使学生尽可能

早的适应竞赛模式，本文以研究生 “数据挖掘”

这门课程为案例，首先建立适应互联网竞赛的新

型教学大纲，该教学大纲以知识点递进式为原则，

首先讲解数据挖掘的基本算法，比如 Ａｐｒｉｏｒｉ频繁
项挖掘算法、贝叶斯分类算法、决策树分类算法、

逻辑斯特分类算法、基于划分的距离算法、层次

聚类算法等。这些基础算法约需要使用１６个学时，
在１６个学时基础上，学生就对数据挖掘有个初步
认识，即可以利用已学的知识来参加数据挖掘互

联网竞赛。学生在参加竞赛过程中，将真正面临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思考使用哪种数据挖掘算

法最佳，此时学生将由被动的听课转变为主动的

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在这个阶段，学生将发现数

据挖掘基础算法在实际问题中可能还存在部分缺

陷。针对学生竞赛中的问题，在后期的教学过程

中，将进一步的讲解数据挖掘的高级算法，比如

频繁序列挖掘、频繁结构挖掘、支持向量机分类

算法、神经网络分类算法、谱聚类算法、ＥＭ聚类
算法等。这些高级算法约使用１２个学时，在这１２
个学时过程中，学生一边参与竞赛，一边学习新

的算法，真正能够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

这１２个学时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部分学生将能够
在互联网数据挖掘竞赛中获取优秀的成绩。随后，

将这些优秀的竞赛成果引入到课堂，鼓励学生介

绍有效的数据挖掘算法和其参赛经验，在已获得

优秀成绩学生的经验介绍基础上，其他学生将能

够进一步针对自己参赛题目，调整数据挖掘算法，

使自己的竞赛成绩得到进一步提升。以此来激发

每个学生的参赛积极性和课堂参与性，尽可能地

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学有所获。

五、世界一流大学大作业对比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斯克斯曼指出［４］，为了

提高美国人的国际竞争力，作业应被视为建构学

术规范和学生性格的一种方式，应被当作教育改

革的一个严肃的承诺、一个重要的象征、一种关

键的方法。哥伦比亚大学作业的倡导者康纳宣

称［５］，布置作业在教会学生如何合理组织时间的

同时，还提高了他们的责任心、独立性，以及对

事物的判断力。他主张通过拓展和创造指向性的

作业，提高学生的创造力，让学生学会 “如何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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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课堂是师生积极互动的过程，学生要想

在课堂上与知识渊博的教师和有备而来的同学进

行思想碰撞，就一定要在上课前做足功课，花大

量时间完成课前的准备性作业。同样，学生要在

课外巩固、深化课堂所学知识，也要花大量时间

完成课后作业。例如，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每周上

课时间约１２小时［６］，但在课外学习、阅读、写作、

准备家庭作业所花费的时间大约３０个小时。杜克
大学教育学教授 Ｃｏｏｐｅｒ指出［７］，作为作业的重要

特性，作业数量是影响作业效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美国大学的课程不仅作业多，而且通常贯穿课程

的全程。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 “计算机分子生

物学”课程有７项作业，从期初到期末，均匀分
布。同样，哥伦比亚大学 “操作系统”课程也有６
项作业，每项作业间隔时间为两周［８］。

与本文非常相似的为美国在线作业系统，主

要包括 ＣＡＰＡ、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ＷＬ、Ｔｙｃｈｏｓ、
ＷｅｂＣＴ、 ＷＷＷＡｓｓｉｇｎ、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ＷｅｂＡｓｓｉｇｎ、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ｐｈｙｓｔｉｃｓ和Ｗｅｂｗｏｒｋ等多种软件，在美国
大学里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注册用户。在线作业系

统所提供的服务包括：能通过连接浏览器或因特

网来进行评估；能通过特定用户名以及密码登入；

能告知学生作业内容，并快速收集；能自动评价

学生作业；能记录学生的得分情况，方便教师的

随时查看。相对于人类有限的精力，智能型指导

系统能够在学生完成作业甚至在训练过程中得到

反馈，这种方式更直接、准确［９］。

六、总结

本文以 “互联网 ＋”为基础，融合互联网竞
赛平台，驱动研究生的课后大作业，针对竞赛平

台的异构差异性，研究面向互联网竞赛平台的成

绩评定模型，为合理的成绩评定提供理论指导；

针对竞赛平台的团队协作性，研究成绩最大化的

研究生团队组合模式，使得学生既能够取得好成

绩，又能够规避学生之间的抄袭现象；针对竞赛

平台的时代新颖性，研究新型的教学模式，使得

教学质量与竞赛成绩共同促进，形成良好的教学

与大作业互促模式。

作者在２０１６年的研究生 “数据挖掘”课程教

学中，引入了互联网竞赛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１组学生在天池大数据竞赛中的
广州白云机场流量预测初赛中，连续两周排名第

一；２组学生在天池新人挑战赛中均进入前十名；
８组学生分别在 ｋａｇｇｌｅ、数泉竞赛平台中均进入
前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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