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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卷积神经网络技术在课堂人脸识别应用

汤双霞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 ５１１４８３）

摘　 要： 近年来，人脸识别已经成为研究热点。 本文即针对卷积神经网络和传统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及进展给出研究论述。 接下

来，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就能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无干扰状态下，采集学生的实时人脸图像，并利用统计学原理进行精准的人脸识

别，可完成学生个体的专注度分析。 有利于本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教育行业技术进步，提高行业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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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和大范围推广与普及，能够

直接影响到各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 大量数据的更

新换代，亟需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库提供有效技术支

撑。 为合理应用相关数据信息，就需要明确数据信

息蕴含的价值。 卷积神经网络是当前研究人工智能

的先进技术，并已广泛应用在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

等方面。 深度学习，作为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分支

之一，其模型设计属于深层次学习结构。 而卷积神

经网络，则能够对非线性结构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对
于复杂函数的表达加以分析，同时，深度学习还能够

将低层次特征抽象、整合并转变为高层信息与决策。
经过研究得出：分布式特征，能够发挥高强度学习样

本集的功效。 因此在当下研究中，尝试运用深度学

习技术，其长足优势之一就是可推动人脸识别技术

的创新、改进与飞跃式进步。 将其运用在高校课堂

中，通过收集教师课堂人脸数据，即可充分发挥大数

据、深度学习的最大应用价值。 对此，本文拟做研究

阐释如下。

１　 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

１．１　 传统人脸识别技术总述

上溯至十八世纪，相关科研人员就对人脸特征、
身份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 相关研究人员表示，曾
经备受推崇的人脸几何结构特征研究方法，在将其

付诸实施时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仍有待后续的

深入研究与开发，以满足实际场景的需求及达到设

计应用目标。 人脸识别领域中，麻省理工学院 Ｔｕｒｋ
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处理策略，也就是特征人脸

识别方法。 这一方法的使用，吸引了较多研究人员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不断的研创与革新，众多的新型

识别方法也陆续涌现。 人脸识别算法的完善，将使

所得人脸图像更为清晰，但其中涉及的首要问题就

是方法的实用性。 一些研究人员对鲁棒性人脸识别

方法，如：光照、姿态、遮挡等做出分析，对非理想条

件下自然场景的人脸图像予以识别处理。 通常情况

下，人脸识别包括多个类型，主要有：几何特征、模板

匹配，以及统计分析和传统神经网络等。



１．２　 神经网络技术研究概述

神经网络理论首次面世后，就有研究人员随后

提出了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通过该网络可在图像

内容中听到较大的噪音，还会发现部分遮挡状况。
此后，则有研究人员开始将卷积神经网络、自组织映

射神经网络有机联系起来，由此即构建出混合神经

网络。 研究发现，卷积网络对图像平移、尺度的自适

应性较弱，但是这对于加强网络的性能却尤为有利，
并在 ＯＲＬ 人脸数据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值得

一提的是，神经网络结构、以及动态链接结构的使

用，将能有效区别不同的人脸特征。 与神经网络模

型相似的方法有很多，如：时滞神经网络、径向基函

数网络，以及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 网络。 与其它人脸识别方法

相比，神经网络模型无需耗费人工去实现算法设计、
研究，自动学习数据集即可。 而且，利用该方法还可

提取到优秀的人脸特征表达、图像模式规律。 综上

论述分析可知，神经网络方法在人脸识别研究中占

据着优势地位，此外也表现出较强的鲁棒性。 但是，
神经网络缺乏严格理论验证、解释，需要经过较多人

脸图像学习，训练的速度较慢。

２　 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构成情况的分析

卷积神经网络 ＣＮＮ［１］，为经多层感知机 ＭＬＰ
基础上完善获得。 在生物神经科学领域之上发展而

成，能够模拟猫视觉皮层的感受野。 这一感受野区，
对输入空间分子区的敏感度较高，同时可均匀地覆

盖于整个视野区。 卷积神经网络层间的连接方式，
需要进行卷积计算，将其与前馈神经网络相比，研究

可知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总地说来，前馈神经

网络结构的连接方法为全连接，也就是：神经元结点

的输出值均为所有输入信号向量不同维度加权总

和。 而卷积计算则为输入信号向量维度加权总和。
全连接、卷积的连接情况对比，详见图 １。

图 １　 全连接、卷积连接情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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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课堂人脸识别系统实现过程

人脸识别系统的设计实现流程如图 ２ 所示，研究

可知其整体设计主要可分为 ４ 个阶段，对其分述如下。
（１）部署人脸图像采集环境。
（２）进行人脸检测 ／识别的数据获取、分析、比对。

（３）进行课堂专注度分析。
（４）导入课堂过程数据，形成课堂过程专注度

分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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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间参数，入库

是否需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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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人脸识别系统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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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研究可得本项目的系统结构设计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知，本系统主要由 ５ 个部分组成，分
别是：教室前端学情（人脸）数据采集单元、人脸检

测服务器、人脸比对服务器、学情分析呈现平台、数
据存储环境。

人脸检测
服务器

人脸比对
服务器

数据存储
环境

学情分析
呈现平台

教室前端
学情(人脸)数据采集

图 ３　 人脸识别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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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卷积神经网络，应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中，获得

了较好的效果，当前在较多项目中有着出色表现。
本文构建 ２ 个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通过试验显示

网络模型特征提取能力较佳。 可见，其间存在竞争，
然而如果没有获得最佳的识别能力，对于设计过程

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会直接降低识别的准确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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