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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的目的是给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商务大数据分析》课程的学员

提供一个课后大作业模板。本报告对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就餐情况进行了探索性

分析；构建回归模型，对就餐数据与考试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研究。参加

2 天课程的学员只需要参考一、二、三、五节，参加 4天课程的学员可参考全篇

报告。 

本报告发现，（1）女生平均成绩高于男生，但是男生的成绩范围更宽；（2）

早餐次数、午餐次数等变量和成绩正相关，也就是说，选择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成

绩更好；（3）早餐时间和成绩负相关，起早的学生成绩更好。 

 

一、数据描述 

本报告中所使用的数据，是一份根据真实消费记录虚构的学生基本情况及

食堂就餐数据。分析本数据的主要目的，是教会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商务大

数据分析》课程的学员开展探索性数据分析及简单的建模工作。 

数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学生信息（stu.csv）和就餐记录（trans.csv）。

学生信息表样例如表 1。该数据一共 9列，107 条。Gender字段 0代表女性，1

代表男性，本表中所有字段均是虚构的。 

 

表 1：学生信息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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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记录样例如表 2所示。该数据一共 6列，93279 条。该数据是根据真实

的就餐记录虚构的。其中，就餐时间（transtime）与金额（transvalue）是真

实的，其它字段均为虚构字段。 

 

表 2：就餐记录样表 

 

 

二、学生情况探索性分析 

1、学生基本情况 

如图 1所示，本次数据分析一共涉及到 107名学生，其中 92名男生，占

85.98%。出生年份以 1996年为主（60名），其次是 1995年（33名）。出生月

份 9月份、10月份、11月份的相对较多，可能是因为小学入学年龄的分区时间

为 8月 31日，9-11 月份的学生需要延迟一年入学，比别的学生年龄大，在入学

之初表现较好，从而逐步累积了优势1。 

 

                                                        
1 由于出生年月是特别虚构的，这一分析结果并不是真实的，没有现实意义。关于年龄优势的讨论，可参

考格拉德威尔《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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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性别及生日 

 

如图 2所示，学生主要来自中国的东部地区，其中，来源较多的省份有北

京、湖南、河北、江苏等地；来源较多的城市有北京、江苏南通、河北石家庄、

湖北武汉等。图 2的 4个图分别是填色地图、打点地图、树形图、词云。可以看

出，4个图各有特色，可以用于不同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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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学生来源分布图 

 

2、学生成绩情况 

所研究的学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为 78.32，第二学期平均成绩为 77.47。

从图 3的成绩分布来看，两学期成绩的分布相似，但是第二学期的最低成绩下降

了不少，这是导致第二学期平均成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 3：学生成绩分布图 

 

那么是哪些学生造成了第二学期最低成绩下降呢？图 4用散点图的形式

展示了每位学生两学期的成绩，横坐标为第一学期成绩，纵坐标为第二学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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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91号和 53号学生第二学期成绩较低。其中，91号学生成绩从 71分

直接降到 26分，值得特别关注。 

 

图 4：学生成绩散点图 

 

图 5对学生的成绩进行了分组比较。可以发现，女生的平均成绩高于男生

的平均成绩。然而，箱线图显示，女生的成绩分布较为集中，男生的成绩范围更

宽，也就是说，高分更高，而低分更低。 

 

图 5：男女生成绩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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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 3个班级的成绩进行比较，各班成绩变动比较大，没有固定的模式。 

 

图 6：各班成绩对比图 

 

三、就餐数据探索性分析 

1、就餐行为规律性 

对每日就餐人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周一到周五的就餐人次显著地高于

周六和周日的就餐人次。节假日（如国庆节）会对就餐人次有显著影响。 

 

图 7：就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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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展示了本科生的就餐习惯。可以看出，早餐有 3个高峰，分别是 7:05，

7:40，9:55；午餐有 2个高峰，分别是 12:05 以及 11:40。晚餐是 17:30 和 18:05。

由于冬季和夏季作息时间的存在，导致 18:35 左右还有个小高峰。 

 

图 8：每日就餐规律 

2、就餐偏好 

对每个 POS机的刷卡次数进行统计，可以看出，有一些 POS机刷卡次数很

多，同时也有一些 POS 机几乎没人光顾。进一步用二维表技术来分析每个 POS

机的工作时间（如图 10），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 POS机标号。可以发

现，部分 POS机没有稳定的销售行为，这是因为 POS编号是虚构的。 

 

图 9：POS 机的就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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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各 POS 机每日刷卡数据统计 

 

3、学生就餐分析 

分析每个学生每日的就餐情况，可以看出，学生就餐行为有一定的规律性。

例如，寒暑假就餐学生较少；国庆节就餐情况较少。同时，也发现了若干学生，

在学校就餐次数较少。关联其成绩，可以看到其成绩较差。 

 

图 11：学生每日就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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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每个学生与 POS机的关联，可以看出部分学生有固定的就餐偏好。如

99号学员在 12号 POS 机上刷卡 482次，平均每天 2次以上。 

 

图 12：学生就餐偏好统计 

 

四、建模分析 

利用 modeler，对数据进行分析，提取食堂交易数据中的若干特征，形成

一张二维表（如图 13 所示）。这些特征包括早餐金额、早餐时间、早餐次数、

午餐金额、午餐时间、午餐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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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数据处理流程与结果 

分析成绩与各指标间的关联关系，发现各类就餐指标和成绩具有强相关关

系。例如，早餐时间和成绩强负相关，早餐次数、午餐次数和成绩强正相关。 

 

图 14：就餐指标和成绩的关联分析 

构建回归模型，可以得到期末成绩的预测模型。期末成绩=72.85-0.012*

早餐时间+0.33*早餐次数+0.46*午餐次数+0.19*晚餐次数-5.346*（性别男）。

由于样本量较小，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是该模型仍具有一定的可解释性。 

 

图 15：回归模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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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和结论 

为了帮助学员完成《商务大数据分析》的课程作业，撰写了本报告。本报

告中的主要数据为虚构数据。为了报告的趣味性，在虚构数据的过程中进行了

一些设计。本数据分析的结果不具有现实意义。在具体撰写数据分析报告时，

可以适当讨论数据分析报告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