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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

缺补漏分析方法及系统，包括S1：获取目标区域

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获取全

体学生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计算该学生

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预期得分；S2：

计算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

分的预期偏差值；S3：计算本次考试之前的Z次考

试中，该学生该科目Z次考试得分位次的加权平

均值；S4：计算该学生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

先补短系数；S5：将优先补短系数大的小题反馈

给步骤S1中的该学生及其对应教师。本方法和系

统能计算出优先补短系数，依据优先补短系数找

出学生的知识缺陷并进行针对性弥补，有助于快

速解决或改善这些知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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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获取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获取全体学生该科目试卷

中各小题的得分；根据某位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计算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

目试卷中各小题的预期分；所述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是指采用相同试卷进行考试的所有学

生；

S2：计算出步骤S1中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分的预期偏差值；

S3：计算本次考试之前的Z次考试中，该学生该科目Z次考试得分位次的加权平均值；

S4：计算步骤S1中该学生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S5：将优先补短系数大的小题反馈给步骤S1中的该学生及其对应教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步骤S1中，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S1 .1：获取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目试卷的总得分；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

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所组成的矩阵为：

；

矩阵A中每行代表着对应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共m个学生，本次

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共n个小题；A为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矩阵；

S1 .2：将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从大到小进行排序；排序后的

矩阵为：

；

S1 .3：根据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计算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

小题的预期得分；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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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S中每行的数值 ，k=1、2、……m；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为E
总
，设该

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期望总得分为Ek，设Ek等于E
总
；如果矩阵S中存在与E

总
相同的同位

次预期得分 ，则，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的公式为：

   （1）；

设Ek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期望总得分；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

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 为该学生的同位次预期得分；

如果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E
总
，矩阵S中不存在与之相同的同位次预期得

分，则，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的公式为：

  （2）；

其中，St+1为小于E
总，

且最接近E
总
的第t+1行的期望总得分；St为大于E

总，
且最接近E

总
的第

t行的期望总得分； 为矩阵U中第t行第i小题的得分； 为矩阵U中第t+1行第i小题

的得分；Ek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期望总得分，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

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 为该学生的同位次预期得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

中，

；

其中，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实际得分与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之

间的偏离值；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 为该学生本次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18365492 A

3



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实际得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

中，设定本次考试之前，该学生该科目第j次考试得分在全体学生中的位次为pj，
；设

该学生第j次考试该科目得分位次的加权系数为fj；

则，该学生本次考试之前的z次考试中，该学生该科目考试得分的位次加权平均值w为：

。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

中，

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实际得分在全体学生中的位次为hi；

优先补短系数公式为：

  （3）；

式中，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6.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系统，其特征在于，基于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

述的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包括：

题库，用于存储各个学科、各种知识点的题目，题目信息包括文字和图片，并通过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抽取出题目的关键词；

优先补短系数计算模块，能够根据学生的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分、本次考

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位次、以及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之前，Z次该科目试卷中的位次加

权平均值，计算出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习题识别模块，能通过文字和图片识别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学科、知识点；

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抽取出关键词、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引擎在题库中找到相似的图

片，从而关联出各小题对应的学科和知识点；

分析模块，分别与优先补短系数计算模块和习题识别模块连接；分别获得本次考试该

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学科、知识点，以及能获得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补短

系数，能够判断并分析出需要补短的学科和知识点；

相似习题推荐模块，与分析模块连接，能够接收分析模块的指令，能够从题库中找出对

应知识点的相似习题；

显示模块，能够显示相似习题推荐模块找出的对应知识点的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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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大数据及计算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

漏分析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大数据在线教育软件平台操作过程如下：首先，将学生的试卷扫描到在线

平台中；然后，由该平台对试卷中客观题进行批分，主观题则由老师批分。最后，由平台将学

生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以及试卷总分统计出来。

[0003] 该平台能初步对数据做以下分析：1、以学生试卷总分看，根据所有学生试卷总分，

获知某一学生的位次；2、以学生试卷的某一小题得分看，根据所有学生某小题得分，获知某

一学生该小题的位次；3、获知试卷的总分最高分和试卷中各小题的最高分；4、试卷中各小

题的平均分等。

[0004] 学生可以使用该平台，通过对比本人在各小题的得分、全体学生的各小题均分和

全体学生的各小题最高分，初步了解到自己在哪些科目、哪些题目上存在着知识短板。

[0005] 对于单个学生而言，有一些短板是容易提升的，还有一些短板是较难提升的。

[0006] 学生依靠上述方式了解的知识短板是比较原始的，并不能精确地指导学生找到容

易提升的知识短板，不利于学生快速对知识点补短。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及系统，其能够辅助老师或者学

生快速地找出易提升的知识点，从而能辅助老师、学生进行快速补短。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S1：获取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获取全体学生该科目

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根据某位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计算该学生本次考试

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预期分；所述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是指采用相同试卷进行考试的所有

学生；

S2：计算出步骤S1中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分的预期偏差值；

S3：计算本次考试之前的Z次考试中，该学生该科目Z次考试得分位次的加权平均

值；

S4：计算步骤S1中该学生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S5：将优先补短系数大的小题反馈给步骤S1中的该学生及其对应教师。

[0009] 进一步地，步骤S1中，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1:  获取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目试卷的总得分；全体学生某次考试

某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所组成的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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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A中每行代表着对应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共m个学生，

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共n个小题；A为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矩

阵；

S1.2:  将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从大到小进行排序；排序

后的矩阵为：

；

S1 .3：根据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计算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

中各小题的预期分；

设：

；

矩阵S中每行的数值Sk，k=1、2、……m；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为E
总
，

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期望总得分为Ek，设Ek等于E
总
；如果矩阵S中存在与E

总
相同的

同位次预期得分Sk，则，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的公式为：

  （1）；

设Ek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期望总得分；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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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 为该学生的同位次预期得分；

如果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E
总
，矩阵S中不存在与之相同的同位次预

期得分，则，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的公式为：

 （2）；

其中，St+1为小于E
总，

且最接近E
总
的第t+1行的期望总得分；St为大于E

总，
且最接近E

总

的第t行的期望总得分；uti为矩阵U中第t行第i小题的得分；u(t+1)i为矩阵U中第t+1行第i小

题的得分；Ek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期望总得分，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

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 为该学生的同位次预期得分。

[0010] 进一步地，步骤S2中，

；

[0011] 其中，di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实际得分与第i小题的预期得

分之间的偏离值；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ai为该学生本

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实际得分。

[0012] 进一步地，步骤S3中，设定本次考试之前，该学生该科目第j次考试得分在全体学

生中的位次为pj，
；该学生第j次考试该科目得分位次的加权系数为fj；

则，本次考试之前的z次考试中，该学生该科目考试得分的位次加权平均值w为：

。

[0013] 进一步地，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实际得分在全体学生中的

位次为hi；

优先补短系数公式为：

 （3）；

式中，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0014] 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系统，包括：

题库，用于存储各个学科、各种知识点的题目，题目信息包括文字和图片，并通过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抽取出题目的关键词；

优先补短系数计算模块，能够根据学生的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分、本

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位次、以及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之前，Z次该科目试卷中的位

次加权平均值，计算出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习题识别模块，能通过文字和图片识别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学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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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抽取出关键词、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引擎在题库中找到相似

的图片，从而关联出各小题对应的学科和知识点；

分析模块，分别与优先补短系数计算模块和习题识别模块连接；分别获得本次考

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学科、知识点，以及能获得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

补短系数，能够判断并分析出需要补短的学科和知识点；

相似习题推荐模块，与分析模块连接，能够接收分析模块的指令，能够从题库中找

出对应知识点的相似习题；

显示模块，能够显示相似习题推荐模块找出的对应知识点的习题。

[0015] 有益效果：本方法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对于同一份试卷中各小题解答分数的差

异，依据学生的总得分以及各小题的位次，计算出优先补短系数，依据优先补短系数找出学

生的知识缺陷并进行针对性弥补，有助于快速解决或改善这些知识缺陷。通过找出最容易

提升的知识缺陷并加以改进，避免了面面俱到的覆盖性学习，从而提高了学习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可以有效减轻学生的过重学业负担。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的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的模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8] 实施例1：如图1所示，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获取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获取全体学生该科目

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根据某位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计算该学生本次考试

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预期分；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是指采用相同试卷进行考试的所有学

生；目标区域如：某一区或者县统一考试的同一张试卷。

[0019]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S1 .1：获取目标区域全体学生某次考试某科目试卷的总得分；获取全体学生本次

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

设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分所组成的矩阵为：

；

[0020] 其中，矩阵A中每行代表着对应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共m个

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n个小题；A为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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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S1.2：将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将矩阵A中各小题的得分，按照从大到小的方式进行排序；排序后的矩阵如下：

；

[0021] S1 .3：根据该学生的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计算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

卷中各小题的预期得分。

[0022] 具体地，设：

；

[0023] 矩阵S中每行的数值Sk，k=1、2、……m；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总得分为E
总
，

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期望总得分为Ek，设Ek等于E
总
；如果矩阵S中存在与E

总
相同的

同位次预期得分Sk，则，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的公式为：

  （1）；

设Ek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期望总得分；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

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 为该学生的同位次预期得分。

[0024] 如果该学生的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试卷总得分E
总
，矩阵S中不存在与之相同的

同位次预期得分，则，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的公式为：

 （2）；

其中，St+1为小于E
总
，且最接近E

总
的第t+1行的期望总得分；St为大于E

总
，且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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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总
的第t行的期望总得分；uti为矩阵U中第t行第i小题的得分；u(t+1)i为矩阵U中第t+1行第i

小题的得分。Ek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的期望总得分，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

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 为该同学的同位次预期得分。

[0025] S2：计算出步骤S1中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分的预期偏差值。

[0026] 具体地，公式为：

；

[0027] 其中，di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实际得分与第i小题的预期得

分之间的偏离值；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预期得分；ai为该学生本

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实际得分。

[0028] S3：计算本次考试之前的Z次考试中，该学生该科目Z次考试得分位次的加权平均

值。

[0029] 设定本次考试之前，该学生该科目第j次考试得分在全体学生中的位次为pj，

；设该学生第j次考试该科目得分位次的加权系数为fj；

例如：该学生为初三学生，Z的选值为该学生初三学年中，本次考试之前该科目的

所有考试次数。

[0030] 则，该学生本次之前，Z次考试中该学生该科目得分位次的加权平均值w为：

。

[0031] S4：计算S1中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0032] 设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实际得分在全体学生中的位次为hi；

具体地，优先补短系数公式为：

 （3）；

为该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第i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0033] S5：将优先补短系数大的小题反馈给S1中的该学生及其教师。

[0034] 优先补短系数大的题目表明需要其教师快速为该学生补短。

[0035] 实施例2：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实施例1的方案，本实施例中采用实例进行说明。

[0036] 步骤S1 .1中，假设共有六名学生，该六名学生某次考试某一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

分所组成的矩阵A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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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7] 即，第一位学生试卷的各小题的依次得分为[8，17，26，40]；该学生试卷中的实际

得分为91分；

第二位学生试卷的各小题的依次得分为[10，15，29，39]；该学生试卷中的实际得

分为93分。

[0038] ……，以此类推，

第六位学生试卷的各小题的依次得分为[1，19，30，38]。该学生试卷中的实际得分

为88分。

[0039] 步骤S1 .2中，将全体学生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得分从大到小进行排

序，排序后的矩阵U为：

；

[0040] 步骤S1.3中，

；

[0041] 对于第一位实际得分为91分的学生，因为矩阵S中不存在与91分相同的同位次预

期得分，所以采用实施例1中式（2）计算各小题的预期得分：则，第一位学生的各小题的预期

得分分别为：7.5、17.5、28和38。

[0042] 具体地：

以第一位学生的第一小题预期得分举例计算：

从矩阵U中知：u(t+1)i=7，uti=8，

从矩阵S中知：E
总
=91，St+1=89，St=93。

[0043] 因此，结合公式（2）计算该学生第一小题的预期得分为：

7+(91‑89)(8‑7)/(93‑89)=7+2/4=7.5。该学生其他小题的预期得分以此类推，不

再赘述。计算后，该学生的每小题的预期得分为7.5、17.5、28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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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对于第二位实际得分为93分的学生，因为矩阵S中第三行存在与93分相同的同位

次预期得分，所以采用实施例1中式（1）计算各小题的预期得分，即，第二位学生的各小题的

预期得分直接从矩阵U中第三行获得，分别为：8、18、29和38。如果矩阵S中存在相同的多个

相同的同位次预期得分，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同位次预期得分，让该同位次预期分中各小题

的预期得分，代表该学生试卷中各小题的预期得分。

[0045] ……，以此类推，

对于第六位实际得分为88的学生，因为矩阵S中不存在与88分相同的同位次预期

得分，所以采用实施例1中式（2）计算各小题的预期得分：

则，第六位学生各小题的预期得分分别为：6.4、16.9、26.9和37.8。

[0046] 步骤S2中，第一位学生各小题得分的预期偏差值为：‑0.5、0.5、2和‑2。

[0047] 第二位学生各小题得分的预期偏差值为：‑2、3、0和‑1。

[0048] ……，以此类推，

第六位学生各小题得分的预期偏差值为：5.4、‑2.1、‑3.1和‑0.2。

[0049] 步骤S3，w为该学生本次考试之前，该学生该科目考试的位次加权平均值。w从本次

考试该科目试卷之前，Z次该科目试卷中已经算出来，视为定值。

[0050] 步骤S4中，因为式（3）中的w为定值，所以由式（3）可知， 的大小主要由hi和di决

定。以第六位学生为例，其d1=5.4，随着该学生该题得分的位次h1越大，则 越大，表明该学

生的第一小题越有补短的需求。

[0051] 实施例3：如图2所示，基于大数据的知识点查缺补漏分析系统，包括：

题库，用于存储各个学科、各种知识点的题目，题目信息包括文字和图片，并通过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抽取出题目的关键词；

优先补短系数计算模块，能够根据学生的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得分、本

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位次、以及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之前，Z次该科目试卷中的位

次加权平均值，计算出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先补短系数；

习题识别模块，能通过文字和图片识别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学科、知

识点等；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抽取出关键词、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引擎在题库中找到相

似的图片，从而关联出各小题对应的学科和知识点；

分析模块，分别与优先补短系数计算模块和习题识别模块连接；分别获得本次考

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学科、知识点等，以及能获得本次考试该科目试卷中各小题的优

先补短系数，能够判断并分析出需要补短的学科和知识点。

[0052] 相似习题推荐模块，与分析模块连接，能够接收分析模块的指令，能够从题库中找

出对应知识点的相似习题；

显示模块，能够显示相似习题推荐模块找出的对应知识点的习题。

[0053]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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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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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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