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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 解决 目 前 终 身 学 习 平 台 普遍存 在 的课程 资 源缺乏智 能 推 荐 、
学 习 过程 无法精 准

监控 、 身 份认证不 能 统 一 识 别 、 学 习 结 果无 法跨平 台共 享 等 问 题 ， 在 自 主 开发 的 多 个 学 历 教 育

和 非 学 历 培训 系 统 的 基础 上 ， 结合具体 应 用 设计 了 终 身 学 习 平 台 的 整 体架构 ，提 出 了 智 能
“

推

模式
”

学 习 决 策模型 ， 可 完 成 学 习 资源 的 主 动 推送 以及个 性 化 学 习 路 径 的 设 计 ； 设 计 了 积 分 制

网 络 学 习 行 为 精准 量化评价体系 ，根据 自 主 学 习 积分评价模 型量化 学 习 行 为 ， 可对 学 生 学 习 过

程 进行 精准评价 ； 根据不 同 学科特 点 提 出 学 科 自 适 应 的题 库设 计存储 方案 ，利 用 智 能 组卷 算 法

提 高 自 动 组卷科 学 性 ；研 究 多平 台 统 一 身 份认证及数 据共 享 方 案 ， 可 实 现 跨平 台 身 份认证 和 学

习 过程及 结果 的 共 享 。 所有平 台 均 已 经投入 应 用 ， 推 广效果显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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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 ５ 》将
“

构建服务全民 的

终身学 习体系
”

列 为面向 教育现代化的 十大战略

任务之一 。 因此 ，构建网络化 、数字化 、个性化 、终

身化的教育体系 ，建设
“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

可学
”

的学习 型社会 ，是教育信息化的 发展方 向 。

２ ０２０ 年初爆发 的新冠肺炎疫情 ，无论是学历教育

中 的大中小学生 ，还是各类培训机构各年龄段的

学员 ，不得不选择在线平台进行居家 网络学习 ， 由

此推动 了各类在线学习平台 以前所未有之速度和

范 围的应用 ，促使我们提前进人一个全民在线学

习的 时代 。 在此背景下 ，终身学习 平 台 的构建更

加有其迫切性 和重要性 ［ １ ］

。 本文综合石家庄铁道

大学成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平台多年开发及

应用的成果 ，对终身学习平台组成构架 、技术策略

及主要功能特点进行深人研究 。

一

、终身学 习平台的整体架构

开发的终身学习 系 列平台包括 以下几个独立

运行又能兼容共享的系 统 ：

“

学历继续教育综合管

理系统
” “

网 络资源管理及教学系 统
” “

移动学习

ＡＰＰ
”“

自学考试在线助学系统
”“

在线培训管理系

统
”

以及
“

开放式在线学习 ．平 台
”

，能够满足学历与

非学历教育各类模式的线上学习 、在线支持 、综合

管理 、学分认证等需求 ，为学 习者提供终身学 习全

轨迹 、 教学支持全过程 、教学类型 全覆盖 、教学服

务全方位的智能化一站式在线学习 环境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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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系＊ 考式在ａ助学 ＊？

平 台致力于为终身学 习 全过程 服务 ，包括学

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两大类模式 ，学历 教育模式

又包括全 日 制教 育 、 函授教育 、 自 学考试等 ； 非学

历教育模式涵盖 了面 向行业协会 、 各级 各类企事

业单位 以及社会公众的培训 和个性化学习 等 。 以

资源制作和管理为核心 ， 各系统架 构相通 ．数据共

享 ，学生可 以
一

站式单点登录 ，利用 大数据技术进

行学习过程记录 和 监控跟踪 ，根 据前期 学习 过 程

评测 ， 动态规划后期学 习路径 ， 智能推荐相关学习

资源 ； 根据课中学习效果的 评价 ，对学习 路径和学

习 资源进行再次规划 和推送 ；根据 最终学 习 成 果

的评测 ， 形成具体学 习报告 ，学 习 档案扫码 即査 ，

各系统通 用 。 终 身 学 习 平 台 的 系 统架构 如 图 １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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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终身 学 习 平 台 的 整体 架构

平 台的开发和应用既有效解 决了学历 教育的

工学矛 盾突 出 、教学质 Ｍ低下 、学 习 资源短缺 、学

习 动力不足等突 出 问题 ， 又攻 克 了非学历教 胄 的

培训方式不灵 活 、受众面 窄 、 资 源不 丰 富 、学 习 模

式单一 、 学习评价证共享等一系列难题 。

． 、 智 能 化 推 模 式 学 习 决 策 与 支 持

技术

网络教学 系统中 的 两大角 色 分别是学生和教

师 ，学生是学 习 系统的主体 ，教师 是教学活动的引

导者 。 推模式支持的学习决策模型的设计意 义主

要是为 了让信息 主 动去寻找用户 ， 为学 习 者 的个

性化学 习提供强而 有 力 的保障 ［ ３］
，给予学生多 样

化 、 高效率的知识和习题推送 ，帮 助每个学生获得

完整 的 、 个性化 的 、 符合 当前学 习 进度的 学习 资

源 ， 以 及实 时跟踪监控服务 ； 给予教师上课时 间 、

考试时 间 、提 交成绩等重要教学活 动的提醒 ，保证

教学的顺利推进 ， 引 导和 帮助学生进行 自 主学习 。

智能化推模式 的学习 决策支持模 型如 图 ２ 所示 。

智 能推模式推送 的 内容共有三类 ：学习 资源 、

重要节点信息和 试题 。 学 习 资源包括微视频 、 课

件 、 讲义 等 。 重要 节点信 息包括学 籍信息 确认提

醒 、教师 上课时 间提 醒 、 教 师上线答疑提 醒 、成绩

提 交时间提 附：
、学生按时学习 提醒 、 学生考试 申 请

提榈等 ， 并且通 过 电脑 、 手 机 ＡＰＰ
、手机短信 、 邮

件等 多 种终端进行信息 的 发 布 与 推送 ，不 断提醒

学生按时看视频 、
做作业 、测试题等 。 系统设置 了

多个推送时 间点 ， 结合学生 的学 习进度和 学 习 过

程诊断信息进行个性化推送 。
资 源与试题的 智 能

推送体现 了 系统对学习 者个人学习 路径的决 策 。

如题 Ｈ 包含一个或 多 个知 识点 ， 相应地知识点 又

能组成不同 的 题 目 。 如 图 ３ 所示 ， 知识集 合 ２

包含 知识点 １
、 ３ 和 知识点 ４ ， 习题 １ 到 ４ 所涉及

的知 识点来源 于知识点集 合 １ 和 ２
。 如 果学生掌

握 了知识集合 ２
，那么理想状态下学生就能够正确

解答习题 Ｉ 到 习 题 ４ 。 根据题 目 的相 似度 ， 当 学习

者完成习题 ３ 时 ．就可以 将 习题 ４ 推送给学生 ， 做

到知识点 的巩固练 习 。
如 果有 的 习题不能完全答

开

放
式
在

线
学
习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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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需要给学 生推送相关知识点让其进行再次学

习 。 只有当学生做完前 ４ 道题并且都正确无误情

况下 ， 系统认为学生已 掌握知识点集合 Ｋ２
。 下一

步会对学生推送进行 习题 ５
， 继续完成 下面 知识

点集合的练习 ， 直到完成所有知识点和 习 题 。 如

图 ３ 所示 。

推送引擎 ］

网络学 习者

视频学 习在线Ｗ论

｜

作业提交
｜ 卜请賴

丨

｜

学习导引
ｉ［

ｉｉｉｔ
ｌ

教师

课程大纲 Ｐ ＰＴ课件
｜ｉ井义

学 习计划 微视频 试题库

作业库 资源库 案 例库

管理 在线讨论

作业管理测试管理

资源管理绩管理

？调取

预设各类重要信息的

时间节点
＿

学生学 习进度

学习过程

诊断数据

是香达到时 间节点 ？
一

１
■

？ 系统推送重要信息

进庚ｎ是否完成？
一

系统推送进度ｎ ＋ １的

课件 、 微课和试卷

推送内容 Ｉ

学生知识结构 是
：

与学科知１

构一致 ？

否ｉ学科知Ｉ结
－

—私
２漂

．

教师推送

知识点是否

达到学 习 一

否＞

目标 ？

知识点是否达到
＂

记忆
， ，

？
■ －否今

ｎ ＜Ｎ？
－

推送知识点ｎ下
一

理解层级

巩固练 习

输出

１ ：学习资源 ２
： 重要信息 ３

：题目

微课 学籍信息确认
）＿

教师上课时间 知识讲解
｜

课件 学生按时学 习 师ｉ线答疑
－

错题解析

试卷
ｉ

学生考试申请 成绩提交时间 ｉ

知识点组成的题目 集合

图 ２ 智 能
“

推模 式
”

学 习决策支持模 型

图 ３ 知识 点 、 集合和 习题 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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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积分 制 网 络学 习 行 为 精 准量 化 及

评价技 术

对基于 网络 自 主学 习 各类 行为 及其特点 进

行了 深人 分析 ， 据此 设计 了 自 主学 习 行 为积 分

评价体系 ， 通 过对学 生 网 上学 习 行 为 进行 有 效

积分记录 、 提取 和评 价 ， 能够较好 地实现过 程学

习 监控 ， 保证 学 习 效 果
１ ：５ ］

。 自 主 学 习 行 为积 分

评价体 系 结构 如 图 ４ 所示 ， 分 为 正 向 行 为 加 分

和 不端行 为倒 扣 ， 正向 学 习 行 为从学 习 数量 －学

习 质量 －学 习进 度三个 维度进 行分 解 ， 每个维 度

又 细分为 多 个加 分项 ， 根据 其 内 容确 定初 始具

体 加分值
［
５
］

， 并 根 据 每学 期学 生该项 实 际 得 分

的 数据统计分析 ， 再 进行 正 态分 布偏 离 度 的 动

态调整 。

加分指标 Ｔｙｐ ｅ３

体现

学 习进度

减 分指标Ｔｙｐ ｅ
４

不端行为倒扣

Ｈ ｌＯ ｌｆ录


毎次登录１分
，
毎天最多 １分

１

１

￣

０２ １

、
人 ｛ ，１息完＃厂 ） 毎次修改 １分 ， 毎天最多 ２分

１０３ ｉ仑ｆｅ 发 ｇ） 毎次发帖积 １分 ， 不限次数

（ １０４视频学 ）
每学习 丨分钟枳

１ 分 Ｉ
学完为止

ｑｏｓ 课件讲 义学Ａ ｌ） 每学习 １ 分钟积 １ 分 ， 学完为止

１０６作业提交 ）
每提交一次作业积２分 ， 毎天最 多５次

ｉ ｌ０７ 泛节测验毎次练习 １０分 ， 每天最 多５次

（ １０８ ６１＾ －

＾＾）
每次考试 １０分 ， 每天最 多２次

－ ＊

１０９其他 ．
． ．９＾） 视具体行为定 ，

教师控制

■

（
２０ １积极 Ｍ答 ｜

￣

Ｍ
ｊ题４

）
毎次加２分 ， 教师控制

２０２ ＾
｜

？
ｉ

］
＾ｙｆ ｆｅＴ＾）

毎次加３分 ， 教师控制

２０ ３坫 屮发 迟顶的 毎次加３分 ， 教师控制

视资源情况加分 ， 教师控制
＿

Ｉ 被选为优秀作业每次加Ｓ分２０５优秀作业

２０６满分 测验 ！ 测验获 得满 分每次加ｓ分

￣￣
ｉ ２０ ７其他 ． ． ．４

）
教师或酋理 员认为需要加分奖励的 ， 视具体情况加分

—
｜ ３０ １ ？？完 个部视频 ） 完成视频学习 ， 加课程总积分的 Ｓ％

￥０２Ｍ答教师令部 丨

’

》
１極） 完全回答老师的提问

， 加论坛总积分的ｍ

（
：

＿

ｋ＞ ３完成令 部作 ．

、

ｌｋ全部作业完成后 ， 加作业总积分的 １０％

￥０４完成个部测验 ＾
全部测》充成后 ， 加 总积分１ 〇？

（
３０ Ｓ完成 考试中 沾

）
达到申请考试条件 ， 加 ｓ分

＾ ３０ ６完成庄线 芩试 ） 宪成在线考试 ， 加 ２〇分

１
３ ０７其他 …妫 ）

教师或ｔ理员认为霈要 ， 视具体情况加 分

｜

￣Ｈ ４０１ ｆ１ 被删除 ｊ
ｌｆｅ坛ｔ理员控制 ， １除一条发帖 扣２分

￥０２替学替考＾被系统成管理员认定的替学或替考行为 ，

—

次扣５０分

￥０３恶意 ｆｆｉｌ

ｊ分＾同
一

时间段内 多终端集中刷分 ，

一

经发现毎次扣》２〇分

＊— ４０４ Ｍ
；

－他 ． ． ．
＾教师或管理员认为某种行为霈要扣分的 ， 视具体情况减分

图 ４ 自 主学 习 行为 积分 评价体 系

由 自 主学习行为积分评价体 系构 建 了 如公式

（ １ ）所示的评价模型

Ｔｏｔａ ｌ
ｐ
＝
ｔ〇

ｉ

２

Ｔ
ｙＰｅ ＇＋ ⑴

２
２＋

〇）
ｚ ２

ＴｙＰｅ ｉ

—

〇 ？
４
２

ＴｙＰｅ
＊

（ ｉ ）

式中 ． ｃｏ
， 、

〇＞
； ！ 、 ￡〇３ 、 〇 ）４ 为 各部分在总 积分 中所 占 权

值 ，可进行动态调 整 。

该模型利用学 习积分将学 习行为进行精确量

化 ， 并般终转换 为网络学习 成绩 ，该成绩反映 了学

生 的具体学 习过程 和学 习 质童 ， 在学生期 末 总评

自

主

学

习

行

为

积

分

评

价

体

系



１ ２ ８ 石家 庄铁道大 学 学报 （社会科 学 版 ） 第 １ ４ 卷

成绩中 占据重要 比例 。 网络学 习成绩评价模型见

公式 （ ２ ）

Ｇｍ ０ ． ６ 

＋
０ ． ４ 

今

Ｔｏ ｔａｌ
ｐ 

—

 ．

一Ｌ ｍ

－

Ｌ
ｊ

（．Ｔｏｔａｌ
ｐ ／
Ｌ

ｊ

）＊ （Ｇｍａｘ 

＊
〇

．
６）

Ｔｏｔａｌ
ｐ＾Ｌｎ

，

Ｌ
ｊ

＜
ｉＴｏｔａｌ

ｐ
＜^ Ｌｍ

Ｔｏ ｔａｌ
ｐ＾Ｌ

ｊ

（ ２ ）

四 、学 科 自 适 应试题 库存储及 智 能 组

卷技术

提供在线练习 和考试是 网络学习平 台的
一

个

核心功能 ［
６ ］

，学科 自 适应试题库建设和多模式组

卷策略选择是两大关键内 容 。

式 中 ，
Ｇ？ｔ ， 为学 生某 门 课 程 的 网 络学 习成 绩 ；

Ｇ
，？

为某 门课 程网 络 学 习 满分值 （例 如 ６ ０ 分 ， 可 手

工 设置 为 某 门 课程 学生 在 线学 习 及 格 积

分线 （手工设 置后 期 根 据统计结 果进行 动态 调

整 为某 门 课 程 网 络 学 习 满 分积 分 线 （ 手

工设 置或与 Ｇ
＿存在 比例关系 为某 学

生 某门 课程在线学 习 所得总积分 。

每 门 网络课程 的满分值 Ｇ
ｍａ ｘ
根据该课程视频

时长 、 资源 、作业和测 验的 数量等进行初始化 ，
？^

与 两个积 分线 的 初始 值可 以 设定 为 ０＿ 的

６０％和 １ ２０ ％ ，下次开课前 ，通 过大数据测 算前期

学 习的及格率和优 秀率 ，再对 Ｇ
ｒｏａ ｘ 、

Ｌ
，
和 Ｌ

？ ，
三个

指标进行动态调整 ， 以保证总体及 格率和 优秀率

符合要求 。

（
一

） 学 科 自 适 应 题 库 的 设 计 和 存 储

方 案

根据课程所属 门类 ，并综合考虑其试题特点 ，

将题库学科分为数理 、工程 、 经济 、文史等 ７ 大类 ，

为适应各类学科 ，将 题型分 为通用题型和特殊题

型两大类 。 通用题型如单选 、多选 、判 断 、填空等 ，

特殊题型如计算 、 绘 图 、 案例 、程序题等 。 根据不

同学科特点 ， 系统内 置学科题型 自 动 匹 配策 略并

能根据需要调整 ； 根据不 同题型 的特点采 用不 同

的存储规则适应策 略 ， 并根据不 同规则选择存储

结构和存储方式 ，采 用多媒体或文本形式存储 主

题干 、子题干 、 各选项 、 答案 以及解析等 。 学科 自

适应 的题库设计和存储方案 见图 ５ 。

（二 ） 智 能 组 卷技术

为 保证试 卷生 成 的 科学 性 和 高 效率 ， 组 卷

时采用 智 能组 卷 和人工 选题 两种 方 式 相结合 。

智能组卷 采 用 多 重组 卷 策 略 和 改 进 的 遗 传 算

法 ， 整体 组 卷流程 见 图 ６ 所示
。 智 能 组卷是

一

个多条件 约束 的 目 标 优化求 解 问 题 ［
７
］

， 出 卷 人

首先设定约 束条 件 ， 如试 题类 型 、包 含 知 识点 、

难度 系数 、使 用 频 次 、 更 新情 况等 ， 然后 交给计

算机系统 自 动生成满 足 这些约 束 条 件的 多 道试

题的优化集合 。 改进 的 遗传算法根据学 科 门类

对各题型 进行分段编码 ， 在设 置适 应度 函 数 、 调

用选择 、 交叉 、 变异 函数 以 及生成新群落 等各个

环节进行优 化和 改 进 ， 并且 结合人 工方 式 进行

整体调 整 修 正 ， 从 而在 组卷 效率 和组卷 质 量方

面都达到 了 较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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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ｎ

ｉ
ｔＺＱ （

）生成初 始群落 Ｐ０

设置适合度 函 数 ＳｅｔＡｄａｐｔＤ ｅ
ｇ
ｒｅｅＯ

手工组卷

试卷分值统计

， ！

预览试卷

Ｌ！

试卷 导 出 打印

组卷完成

ｉ合度是否 ｉ

期 望值ｅｘ
ｐ
ａｎ（ｉ

＝０ ．９５

ｆ迭代代 数 Ｔｓｉ

五 、 多 平 台统一 身份认证及 数据 共享

技术

石 家庄铁道 大学研 发 的 终 身学 习平 台 由 多

个 系统组成 ， 采 用 了 多 平 台 统 一 身 份 认证 技 术

图 ６整 体组卷流程

及数据共享技术 ， 保证 了用 户 只 需在 一处登 录 ，

即 能在其 他 系 统随 时可 用 ， 同 时 通 过数据 共 享

平 台 ， 将学 习 者 在 某个平台 上产生 的 身份 数据 、

学习 过 程 数 据 和 成 绩 数 据 共 享 到 其 他 平 台

上 ［
８］

， 如 图 ７ 所示 。

难 度 、区 分度统计

知识点分布统计

人

工
调

整

厂
｜

｜

卞

系

统
处

理

｜

其
他
策
略
｜

最
近

更
新
｜

一

使

１ １

－

１

次

数
｜

难

度

系

数
一

章
节

舉Ｕ

瓦
题

类
型

组

卷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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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进

的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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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法

图 ７ 多 平 台 统
一 认证 及 数 据共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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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学 习者通过各种终端访 问任 意平 台时 ，

首先进行用户 身份认证 ，认证机制通过统一用户

管理 系统 ＵＵＭＳ 可实现 不同 方式认证 ， 如匿 名

认证 （社会公众不 需登 录可访问 平台 部分功能 ） 、

用户 名 ／密码认证 、
ＩＰ 地址认证 、

ＰＫ Ｉ／ＣＡ 数字证

书认证等 。
ＵＵＭＳ 由 三部分服务组成 ： ＡＡ 管理

服务器 提供认证 （ Ａｕｔｈｅｎ ｔｉｃ ａｔ ｉｏｎ ） 和授权 （
Ａｕ

？

ｔｈｏｒ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 功能
； 单点登录

ＳＳＯ服务器实现登录

凭证在 多 个系 统 中传递和 共享 ；
ＬＤＡＰ （ Ｌ ｉ

ｇｈ ｔ
－

ｗ ｅｉｇｈ ｔＤ ｉ ｒｅｃ ｔｏ ｒｙＡｃｃ ｅ ｓｓＰｒｏ ｔｏｃｏ ｌ ）协议服务器用

来统
一

存储用户 信息 、证书和授权信息等 。 用 户

完成身份认证后 ， 即通过数据 共享平 台调取本人

学 习过程数据和有关成绩信息 ，再进人不 同的业

务 系统 。 不 同 的业 务系统 中产 生的 学 习过程数

据 、 成绩数据 等信息也会 实时 同 步到 数据共享

平台 。

六 、平 台开发过程及应用效果

２ ０ １ ３ 年以来 ，在
“

互联 网 ＋ 终 身学 习
”

的 理

念指导之下 ， 以应用为驱动 ， 团 队采用
“

边开发 、

边试用 、 边推广 、边完 善
”

的策 略 ， 几年 内 迅速完

成 了
“

学历继续 教 育综合 管理 系 统
” “

网络 资 源

管理及教学系统
” “

移动学 习 ＡＰＰ
”？ “

自 学考试

在线助学系 统
” “

在线 培训 管理 系 统
”

等多个 系

统 的开发 、培训 和应用 ，并 申请 了７ 个软件 著作

权 ； 自主建设了 ３ ００ 多 门精 品在线开 放课程 ，使

成人学历教育完成 了 由 统一规划 的
“

学年制
”

教

学模式向 弹性 自 主 的
“

学分制
”

教学模式改 变 与

函授站推广 。 开发的 混合式在 线培训平 台 支持

单
一在线 培训 、线 上线 下培训相结合 、 单

一线 下

培训等不 同培训 模式 ， 满 足 了 各类 非学历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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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Ｘ ｉａｏ ｆｅｎ

４

（ １ ．Ｓｃｈｏｏ ｌｏ ｆＣｏｎ ｔ ｉｎ ｕ ｉｎｇＥｄ ｕｃａ ｔ
ｉ ｏｎ

＊
Ｓｈ ｉ

ｊ
ｉａｚ ｈｕａｎｇＴ ｉｅｄａｏＵ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ｙ ＊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ｕａｎｇ０ ５０ ０４３
＊
Ｃ ｈ ｉｎａ ；

２ ．Ｓｃｈｏｏ ｌ ｏ ｆ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Ｓｃ ｉｅ ｎｃｅａｎｄＴｅ 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ｕ ａｎｇ丁 ｉｅｄａｏＵ 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 ５０ ０４３ ， Ｃｈ
ｉｎａ ；

３ ．Ｏｆｆ ｉｃｅ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 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Ｓｈ ｉ
ｊ

ｉａｚ ｈｕａｎｇＴ ｉ ｅｄａ ｏＵ 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Ｓ ｈ ｉ
ｊ

ｉａ ｚｈｕ ａ ｎｇ ０５００ ４３
？
Ｃｈ ｉｎａ

；

４Ｓｃｈ ｏｏ ｌ ｏｆ Ａｒｃ ｈ ｉ ｔ ｅｃ ｔ ｕ ｒｅａｎｄＡｒ ｔ ．Ｓｈ ｉ
ｊ
ｉａ ｚｈｕａｎｇＴ ｉｅ ｄ ａｏＵｎ ｉ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Ｓｈ ｉ

ｊ
ｉ ａ ｚｈ 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 ＊Ｃ 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ｎｏｒ ｄｅｒｔｏｓ ｏｌｖ ｅｔ 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ｓｏ ｆｌ ｉ ｆｅ

ｌ
ｏｎｇｌｅ ａ ｒｎｉｎｇｐｌａ ｔ ｆｏｒｍ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ｏ ｆ

ｉｎ ｔ ｅｌ ｌ
ｉ

ｇｅｎ 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ｃｕ ｒｒｉ ｃｕ ｌｕｍｒｅｓ ｏｕｒｃ ｅ ｓ ，ｔｈｅｉｎ ａｂｉ
ｌ ｉ

ｔｙｔｏａ ｃｃｕｒａ ｔ ｅ
ｌｙｍｏｎ ｉ ｔｏｒｔｈｅ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ｐ ｒｏｃ ｅｓ ｓ ，ｔｈ ｅ ｉｎ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ｔｏｉ ｄｅｎｔ ｉｆｙ

ｉｄ ｅｎｔ ｉｔｙａ ｕｔ ｈｅｎ ｔ ｉｃ 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ｉｎ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ｔｏｓｈ ａ ｒｅ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ｒｅｓｕ ｌ 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ｐ 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ｅ ｔｃ ．，ａｎｏｖｅ ｒａｌ ｌｓ ｔ ｒｕ ｃｔ ｕｒ ｅｏｆ ｌ

ｉ ｆｅ 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 ｎｇｐ ｌａ ｔ ｆｏ ｒｍｉ ｓｄｅｓ ｉ ｇｎｅｄａｎｄ ｉｎｔｅ ｌ ｌ
ｉ

ｇｅｎ ｔ

Ｍ

ｐｕ ｓｈｍｏｄｅ
ｗ
 ｌ ｅａ ｒｎ ｉ ｎｇ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

ｍａｋ ｉ ｎｇｍｏｄｅ ｌ ｉｓ
ｐ ｒｏ ｐｏｓ ｅｄｏｎｔ ｈｅｂａｓ

ｉｓｏ ｆｓｅｖｅ ｒａ ｌｉ ｎｄ ｅｐｅｎｄ ｅｎ ｔ ｌｙ
－

ｄｅｖｅ ｌ

？

ｏｐ ｅｄｄ ｉｐｌｏｍａ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ｎ
－ｄｉ

ｐ ｌｏｍａｔ ｒａ ｉｎｉ ｎｇｓ ｙｓ ｔｅｍｓ ，ｃ 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 ｉｔｈｓｐ ｅｃ ｉ ｆ ｉ ｃａｐ ｐ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ｓ ，ｗ ｈ ｉｃｈ

ｃａｎｃｏｍ ｐｌｅ ｔ ｅｔｈｅａｃ ｔｉｖ ｅ
ｐ ｕｓｈｏｆｌ ｅａｒ ｎｉ 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 ｄｔｈｅｄ ｅｓ ｉ

ｇｎｏ ｆ
ｐｅｒ ｓｏｎａ ｌ ｉｚｅｄ ｌｅ ａｒｎｉｎｇｐａｔｈ ．Ｔ ｈｅ

ｉｎ ｔ ｅｇ ｒａｔｉｏｎｓ ｙｓｔ ｅｍｏｆｎ ｅｔｗｏ ｒｋｌ ｅａｒｎ ｉ ｎｇ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ａｃｃｕｒａ ｔ ｅ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ｓｙ ｓｔｅｍｉｓｄｅ ｓ ｉｇｎｅｄ ，

ｗｈ ｉ ｃｈｃａｎ
ｑｕａｎ ｔ

ｉ
ｆｙｌ ｅａｒ ｎｉｎｇｂ 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ｃｃｏｒ 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ｉ ｎｔｅｇｒａ ｌｅｖａ ｌｕａｔ 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

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 ｔｅ ｌｙｅｖａ ｌｕ ａ ｔｅｔｈｅ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ｐ ｒｏｃ ｅｓｓｏｆｓｔｕｄ ｅ ｎｔ ｓ

．Ｔｈ ｅ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ａｄａｐ ｔ ｉ ｖｅｑｕ ｅｓ ｔ ｉｏｎｂａｎｋｄ ｅｓ ｉｇｎ

ｓ ｔｏ ｒａｇ ｅｉ ｓｐｒｏ ｐｏ ｓｅｄ ｉ ｎａ ｃｃｏｒｄａｎ ｃｅｗ ｉ ｔｈｔ ｈｅ ｃｈ ａｒａｃ ｔｅ ｒｉ ｓｔ ｉ ｃ ｓｏ ｆｄ ｉｆ ｆｅ ｒｅｎ ｔｄ ｉ ｓｃ ｉ ｐ ｌ ｉｎ ｅｓ
，
ｕ ｓ ｉｎ ｇ ｉｎ ｔｅ ｌ

ｌ
ｉ ｇｅｎｔ ｔｅｓ ｔ

ｐ ａｐｅ ｒａ ｌｇｏ ｒｉ ｔｈｍｔ ｏｉｍｐ ｒｏｖｅｔｈ ｅｓｃｉ ｅｎ ｔ ｉ ｆｉｃ ｉ ｔｙｏ ｆａｕｔｏｍａ ｔ ｉ ｃ ｔ ｅｓ ｔ
ｐａ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 ｎ ．Ｍｕ ｌ ｔ ｉ

－

ｐ ｌａｔ ｆｏ ｒｍｕｎ ｉ ｆ ｉ ｅｄ

ｉｄ ｅｎｔｉ ｔｙａｕ ｔ ｈｅｎ ｔ ｉｃ 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ａ ｒｅｒ ｅｓｅａ ｒｃｈｅｄａｓｗｅ ｌ ｌ ｔ ｏｒｅａ ｌ ｉ ｚｅｃ ｒｏｓ ｓ

ｐ ｌａ ｔｆｏｒｍｉ ｄｅｎ ｔ ｉｔ ｙ，

ａｕ ｔｈｅｎ ｔ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ｏ ｆ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ｐｒｏ ｃｅ ｓｓａｎｄｒ ｅｓ ｕ ｌｔ ｓ ．Ａ ｌ ｌｔｈｅ
ｐｌ ａ ｔ ｆｏｒｍ 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ｐ ｕｔｉ ｉｉｔｏｕｓ ｅ ，

ａｎｄｔｈｅ
ｐ ｒｏｍ ｏｔ ｉｏｎｅｆ ｆｅｃ ｔｉ 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 ｌ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ｌｉ 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 ｎ ｉ ｎｇｐ ｌａ ｔ ｆｏ ｒｍ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ｉ ｎ ｔｅｇ ｒａｌｓｙ ｓｔ ｅｍ

；ｐｕ ｓｈｍｏｄｅ
； ｉｎｔ ｅｌ ｌ ｉｇｅｎｔ

ｔｅｓ ｔ
ｐａｐｅｒｆｏ ｒｍａｔ ｉｏ 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