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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兴趣爱好特征聚类研究

贺　 奇， 董延华， 宋嘉怡， 王　 瑜
（吉林师范大学 计算机学院， 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 大学生在社交平台上直接或间接的数据交互，体现了其自身的行为特征，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

大学生社交平台的交互数据收集、分析及处理，揭示数据背后的大学生兴趣爱好规律，精确对大学生行为进行描述显得尤为

重要。 本文借助大数据的优势，结合大学生社交平台数据特点，通过虚拟编码、均值填补法和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方法等数据预处

理技术，利用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聚类分析，对具有相似特质和兴趣爱好的大学生进行了分类，划分出了五大类别群体，并且对

不同类别的大学生进行了特征分析，为舆情分析、研究大学生群体的兴趣关注点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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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信息技术普及与推广，直接影响各个领域的发

展，特别是在社交网络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群

体选择在社交网络分享生活日常和兴趣爱好。 在教

育学中，Ｋｌａｓｓｅｎ 等研究者强调兴趣爱好在个体追求

知识和追求进步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巨大的推动

力［１］。 而在计算机中，研究并分析兴趣爱好特征也

有了长足的应用前景。 本文首先收集一份从社交网

络平台抽取的描述大学生基本信息和兴趣爱好的数

据集，并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其次，通过大数据分

析的方法及原理，利用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划分出五类大

学生群体；最后，分析每一个群体所代表的兴趣爱好

特征。
１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即 Ｋ 均值算法是由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
提出的，是一种无监督学习，同时也是基于划分的聚

类算法［２］。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的基本思想：首先随机选

取 ｋ 个样本作为初始聚类中心，计算剩余的每个样

本到初始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分别将其分配给与

其最相似的聚类；其次，利用迭代的方法更新聚类中

心的值，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聚类中心不再变化。
ｋ－ｍｅａｎｓ 算法的流程图如图 １ 所示。 该算法具有简

单、快速、容易理解和效果好的优点，主要基于最小

距离来划分样本对象，很适合本文的数据集。
２　 分析过程

２．１　 采集数据

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加完整和精确，数据均匀采样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１９ 年的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和四

年级的社交网络信息。 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加丰富，每
个样本都包含 ４０ 个变量，例如 ｇｒａｄｙｅａｒ，ｇｅｎｄｅｒ，ａｇ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这 ４ 个变量分别代表毕业年份、性别、年龄和

好友数等基本信息。 还有其余 ３６ 个变量代表 ３６ 个



词语，这 ３６ 个词语代表五大兴趣类：课外活动、时尚、
宗教、浪漫和反社会行为。 变量的大小取决于对应词

语在社交网络平台中的频率和次数。 最终收集了一

份包含三万个样本的大学生社交网络信息数据集。

结束

聚类中心是否改变了？

计算每个聚类的均值作为新的聚类中心

根据欧氏距离，将样本分配到与其最相似的聚类

计算其余样本对象与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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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ｋ－ｍｅａｎ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　 数据探索和预处理

性别变量和年龄变量中都存在缺失值， ｋ －
ｍｅａｎｓ 无法直接处理，因此在构建模型之前，需要对

缺失值进行处理，处理的方法有两种方案，一是删

除，二是以某种方法填补。 对于性别变量，利用

ｐａｎｄａｓ 中的函数可以完成。 而对于连续型变量年

龄，在填补之前需要统计非缺失值的数量，从而能够

计算缺失值数量。 实验得出有 ２ ７２４个样本 （约

９％）缺少性别数据，５ ０８６个样本（约 １７％）缺少年龄

数据。 进一步观察年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发现，最
大值为 １０６．９２７，最小值为 ３．０８６，显然有异常值。 因

为本文的样本是大学生样本，所以该最小值和最大

值似乎不可信，因为现实中不太可能会有一个 ３ 岁

或者 １０６ 岁的人就读大学。 这种异常数据往往会影

响最终的建模分析结果，因此需要进行异常值处理。
大学生的合理年龄区间为 １３～２４ 岁，因此对于数据

集，如果年龄在 １３～２４ 岁之外，将其标记为空值。
（１）通过虚拟编码处理分类变量的缺失值。 对

于样本中的缺失值，其中一种方案是删除带有缺失

值的样本。 而数据的 ４０ 个变量中只有二个变量存

在缺失值，缺失值在数据中整体不多，直接删除缺失

值会使数据变少，且直接删除往往会导致失去很多

的可用数据。 对于性别这种分类变量，缺失值的样

本跟其他样本的差别明显，可以为性别变量增加一

个单独的分类，将空值替换为“不清楚”。
由于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需要计算样本之间的

距离，还需要对分类变量虚拟编码（也称为 ＯｎｅＨｏｔ
编码）。 虚拟编码将一个有 Ｋ 个取值的分类变量转

换成 Ｋ 个二元变量。 利用虚拟编码将性别变量转

换成男生、女生和不清楚 ３ 个变量。 这 ３ 个变量取

值为 ０ 或 １，分别代表某一大学生是否是某一性别

类型。 对于一个样本，在这 ３ 个变量下同时只能一

个变量取值为 １，其他变量取值为 ０。
（２）通过填补方法来处理数值变量的缺失值。

与性别这种分类变量不同，对于年龄这种数值变量

的缺失值，可以用一个特殊的值对缺失值进行填补，
常用的填补值包括给定值、均值、中位数等。 在本文

中，使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均值填补法。 均值的计

算在默认情况下是无法对包含缺失值的数据计算均

值的。 通过给均值函数传入额外的参数，计算均值

为１７．２５２ ４２８ ８５１ ５７４ ９，在实验中对年龄数值变量

保留三位小数，从而样本中年龄缺失值被正确填补

为均值 １７．２５２。
（３）数据标准化。 数据的标准化是很多多元统

计方法必要的前期工作，如综合评价、聚类分析等。
数据标准化的方法很多，用不同的标准化方法得到

不同的结果，从而影响了对实际问题合理客观地认

识和判断［３］。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需要计算样本的

距离，在构建模型之前，需要进行数据标准化。 常用

的方法有 ｍｉｎ－ｍａｘ 标准化和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等。 Ｚ－
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又称标准差标准化，归一后的数据呈正

态分布，即均值为零，如公式（１）：

ｘ＇
ｉ ＝

ｘｉ － μ
σ

． （１）

　 　 其中， μ 为所有样本数据的均值，如公式（２）；σ
为所有样本数据的标准差， 如公式（３）。 Ｚ－Ｓｃｏｒｅ 标

准化算法简单方便，结果方便比较，不受数据量级的

影响。 因此在本文中直接采用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方

法。

μ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２）

σ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μ） ２ ． （３）

２．３　 模型训练

Ｓｋｌｅａｒｎ 是 ｓｃｉｋｉｔ － ｌｅａｒｎ 的简写，ｓｋｌｅａｒｎ 是一个

Ｐｙｔｈｏｎ 专用于机器学习的经典模块库，能够实现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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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型的算法，包含了数据预处理到模型训练的许

多方面。 为了将大学生社交网络信息数据进行聚类，
使用 ｓｋｌｅａｒｎ 中的 ＫＭｅａｎｓ 类 。 其中一个重要参数就

是聚类数目，在本文中将聚类的个数设置为 ５。
３　 聚类结果分析

聚类结果的定量性能评价指标有互信息、同质

性和完备性等，但是这些指标并不能指示聚类结果

是否达到本预期分析目标。 本文分析目标是确定具

有相似特质和兴趣爱好的大学生的分类。 因此，很
大程度上，需要的不是定量的评价指标结果，而是定

性地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 观察 ５ 个类别中每一个

类的样本数目，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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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聚类数目

Ｆｉｇ．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在聚类的五个类中，最大的类中有 １１ ４４１ 名大

学生，最小的类中有 ９６９ 名大学生。 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会随机选取初始的聚类中心，因
此每次运行的结果可能也会不同。 为了更好地理解

每一个类所代表的大学生群体的特点，观察每一个

类的聚类中心，聚类中心结果保存在聚类模型的中

心点属性中。
因为数据已经使用 Ｚ－ｓｃｏｒｅ 方法标准化，可以

直接通过观察聚类中心在每一个变量上的取值情况

来分析每一个聚类中心的含义。 如果聚类中心在某

一个变量取值大于 ０，代表该聚类所代表的群体在

该变量取值大于群体平均水平。 首先，对上述聚类

结果数据进行转置；其次，对每一个聚类中心的变量

取值从大到小排序。 通过观察每个聚类前 ６ 个变量

来分析聚类所代表的群体，获得 ５ 种聚类，聚类结果

见表 １。
　 　 （１）聚类 １ 占总数的 ３％，其中“时尚品牌”和“潮
流品牌”２ 个变量取值大于 ３，“购物”变量取值大于

１，说明这部分大学生比较关注时尚潮流，购物消费比

较高，注重物质消费。 第一个聚类所代表的大学生群

体特点为爱好购物，追崇时尚，关注潮流服饰。
表 １　 聚类结果分类表

Ｔａｂ．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类别 时尚品牌 潮流品牌 购物 商业街 衣服 拉拉队

聚类 １ ３．７８３ ３６２ ３．７８１ ７５５ １．０１１ ４２６ ０．７６０ ３５１ ０．６６８ ３７７ ０．５００ ９６８

类别 年龄 女生 服装 游行 跳舞 购物

聚类 ２ ０．７２８ １１０ ０．２９９ ５２２ ０．０６０ １４２ －０．００５ ０６７ －０．００５ ０９４ －０．０２７ ９７６

类别 毕业年份 女生 排球 好友数 垒球 购物

聚类 ３ ０．８５６ ９７７ ０．３９３ ６３３ ０．１１８ ０９５ ０．１０８ ８１１ ０．１０７ ４０５ ０．０８５ ０３６

类别 男生 棒球 足球 运动 篮球 网球

聚类 ４ ２．１５３ ８３１ ０．３３１ ２７８ ０．２９０ ９０３ ０．１１１ ６１０ ０．０５１ ９４６ ０．０３０ ６４７

类别 头发 拥抱 吸烟 醉酒 衣服 音乐

聚类 ５ ２．３４６ ２０３ ２．３３９ ５４２ ２．０４８ ０４０ １．４１０ ７２３ １．３２４ ６３８ １．１９４ １９８

　 　 （２）聚类 ２ 占总数的 ３７％，其中“年龄”、“女
生”和“服装”等变量取值都大于 ０，第二个聚类所代

表的大学生群体的特点为女生占大多数，大部分变

量取值为负，这一类人群可能对应社交平台资料不

全，且很少发布内容的群体。
（３）聚类 ３ 占总数的 ３８％，其中“毕业年份”、“女

生”、“排球”、“好友数”、“垒球”、“购物”、还有“火辣”、
“商业街”和“英式足球”等变量取值都大于 ０，说明这

部分大学生女生所占比例高。 第 ３ 个聚类所代表的大

学生群体的特点是爱好购物，爱好体育运动，女生居多。
（４）聚类 ４ 占总数的 １７％，其中“男生”变量取

值远远大于 ０，显然男生居多。 “棒球”、“足球”、
“运动”、“篮球”、“网球”等变量取值都大于 ０，说明

相对于女生来说，男生更热爱体育运动。 第 ４ 个聚

类所代表的大学生群体的特点是喜欢体育运动，大
多为高年级男生。

（５）聚类 ５ 占总数的 ５％，其中 “头发”、 “拥

抱”、“吸烟”变量都为大于 ２，“衣服”、“醉酒”、“音
乐”、“摇滚”等变量取值都大于 １，说明这部分大学

生追求个性，注重外表，有自己的爱好。 第 ５ 个聚类

所代表的大学生群体的特点是喜欢浪漫，爱好音乐，
有酗酒的习惯。 （下转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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