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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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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技术赋能为教育评价变革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评价融合创新是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然选择。据此，对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进行了系统研究，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管理工程领域

的智能综合评价和教育评价领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本质是基于智能技术对传统教育评价的突破与创新，通过解

构、重构形成新的教育评价模式，具有科学化、多元化、立体化、最优化、精准化等主要特征。助力教育评价的

智能技术及应用由“5+1”的总体框架(基础层、技术层、平台层、应用层、用户层5个层次结构和1个保障体系)

构成。通过智能技术赋能“四个评价”的具体场景应用，采取理念引领、标准规范、主体关照、数据驱动、专业

支持等整体推进策略，打造智能化教育评价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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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提出的缘由，可以
追溯到两种历史渊源。一种是在管理工程领域，
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将智能化方法用于综合评
价，如引入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蒙特卡罗
模拟方法、人工免疫算法和蚁群智能算法等，提
高了综合评价的智能特性。由此出现了智能化综
合评价[1]。现代教育评价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系
统性等特征，是多种学科专业、多种技术方法在
教育评价领域的综合应用，管理工程领域形成的
智能化综合评价为创新教育评价模式提供了参考
路径。有学者梳理了国际上“智能化教育评价”
研究的演进路径，析出“智能化教育评价”演进
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文献[2]，其中3篇“智能化教育
评价”文献综合了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神经
计算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和技术应用。

另一种是在教育评价领域，起源于计算机技
术在教育评价中的运用。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先
后发布了六个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a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简称NETP)，NETP1996在学生学
习进度评价中提出应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形成学生作业的电子档案和进行计算机自适应测
试[3]。NETP2000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改善传统
教育评价的机会出现了，要开发新的学生评价工
具，传统的纸笔测评不能再准确反映21世纪学生的
学习情况，教育评价可以使用在线技术以更有效的
方式进行[4]。NETP2004提出要建设集成数据系统，
指出集成、可互操作的数据系统是在线学生表现测
评的关键，测评结果可驱动日常教学决策和设计教
学干预，帮助教师进行差异化教学[5]。NETP2010、
NETP2016、NETP2017均将教育评价作为教育技术
应用的重要领域进行规划，强调各级教育系统要利
用技术去衡量什么最重要，并利用评价数据来持续
改进和创新教育[6-8]。在我国，计算机技术最早运
用于考试评价、教育测量分析等，典型应用包括计
算机化考试、网上评卷、网上录取等。同时，现代
信息技术也支持和发展了教学评价，如电子档案、
电子表决器、教学评价支持系统等技术应用，有效
提升了教育教学评价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 本文系认知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2020年度智能教育开放课题重点课题“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因材施教与教育治理”(项目编号：
iED2020-Z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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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正式提出，是近几
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及其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催生了智能教育新模
式、新形态，出现了包括智能考试、智能评价等
新样式[9]。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为教育
评价变革带来了机遇，深度融合智能技术与教育
评价是必然趋势。早在2016年，杨现民提出大数据
的发展使教育评价走向客观性评价、伴随性评价、
综合性评价和智能化评价，教育大数据驱动教育评
价体系重构[10]。董奇在2020年“人工智能与教育大
数据峰会”上指出，科技赋能教育评价改革时机已
至[11]。总之，教育评价的改革发展需要先进和前沿
的技术支撑，智能技术赋能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和路径。加强教育评价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
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评价的深度融合，是深化教育
评价改革面临的重要议题。

二、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内涵

智能时代技术为教育评价变革提供了支撑引
领，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正走向教育评价改革的
主战场，但目前业界对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内
涵并没有清晰的界定。有学者从技术视角提出如何
赋能教育评价，Zhang Qingchen等人指出，在智能
化教育评价中通过传感器网络和通信技术等实现
大数据的收集，通过深度学习解决在图像分析和语
音识别等方面的问题[12]。Wiley和Hastings等人指出
可通过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理解技术评价学生的想
法和概念的运用，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度[13]。
也有学者从技术驱动教育评价手段变革的视角给
出解释：通过利用技术的手段和方法，系统、科
学、全面地采集、处理、分析各类教育数据，对
教育活动做出客观判断的过程，实现了从经验主
义走向数据主义，从模糊走向精准[14]；利用技术手
段，有效采集和整合学生的各项数据，将教师评
价、自我评价等多种评价数据融合，从而对学生进
行多维、全面、深入的评价，将碎片化评价转化为
系统化评价[15]。还有学者从传统教育评价向技术驱
动教育评价观念转变的视角给出解释：技术使教育
评价从“关注结果”转为“关注过程”，从“单一
的考试评价”转为“多维度的综合素质评价”[16]；
以技术为支撑的教育评价将“传统教育评价”转变
为“智能化的教育评价”，从而真正走向“智慧评
价”[17]。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智能技术运用于教育评价的
理解，可以看到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将是未来发
展的必然趋势。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智能技

术赋能教育评价”是在走向智能时代背景下，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的优势，对传统
教育评价进行革新与发展，改进教育评价过程与方
法，提升教育评价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实现科
学、客观和高效的评价与反馈，促进教育事业的改
革与发展。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本质是对传统教育评
价的突破和创新，通过解构、重构形成新的有别于
传统的教育评价新模式。而其实施的关键在于用智
能技术助力教育评价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和运
用，实现教育评价的数据化、智能化，由此而引发
教育评价形态的变革。具体来说，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实现对
全过程、全方位教育评价数据的采集，进行深度挖
掘分析和反馈应用，对教育教学过程、结果进行多
元综合评价，为教育教学改进提供全面、有效的决
策依据，实现了教育评价的现代化、专业化，同时
由于智能化评价工具和手段的应用，教育评价过程
也更加智能、高效。

三、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主要特征

(一)评价模型科学化
科学的评价模型是教育评价的核心。借助智能技

术手段，通过教育评价人员、信息技术专业人员、教
育教学人员等协作，针对不同评价对象和评价内容构
建科学的指标体系、指标权重、评价模型。评价指标
的设计是评价模型构建的前提条件，是保证评价模型
科学化的重要支撑，指标构建方法有质化方法、量化
方法和复合性方法等，其中指标权重设计的合理性既
能够反映出决策的主观价值，又可以获得客观准确的
测量结果。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人工智能中的推理
技术等构建评价模型，实现模拟评价，具体方法有专
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等。

(二)主体参与多元化
参与评价的主体由教师、家长、同伴、自我、

评价专家等共同参与，形成“评价共同体”，使评
价过程呈现民主化和人性化，评价结果也更具有真
实性和可靠性。教师参与能够给出更加具有专业
性、实效性的评价信息；家长参与使评价结果不仅
聚焦于在校情况，还包含家庭表现情况，使评价
结果更加全面；同伴参与可有效调动学习者的积极
性，加强沟通交流；自我评价使被评价者的主体地
位得到充分发挥，有效提升参与意识，主动反思发
现自身的不足；评价专家为评价对象提供更精准、
客观、全面的评价结果。

(三)数据获取立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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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物联感知技术、可穿戴设备技术、视频监
控技术、网评网阅技术等对评价数据进行全过程、
全方位、多维度的采集，改变过去人工采集记录的
方式，实现评价数据立体化获取。全过程是指依托
数据采集平台和设备自动记录评价对象在整个活动
中产生的各项数据，由过去的“间断性记录”转变
为“全过程记录”；全方位强调数据的获取打破时
空界限，不仅局限于传统教室，还包含线上学习数
据的获取、户外教学活动数据的获取等；多维度是
指采集的数据种类会更多样、更全面，包括行为数
据、情感数据、体质数据、管理数据等。

(四)诊断分析最优化
通过采用数据融合、数

据分析等技术，对多模态数
据进行诊断分析，实现了多
维、全局数据处理和分析的
最优化，从而达成精准评估
和测评。例如，在海量的多
模态数据挖掘中，基于不同
模态数据融合，可通过模态
数据间的互补学习提取出复
杂数据中的有效特征，从而
提升了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使用机器学习等算法对不同
种类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
文本分析、语音分析、图像
分析、视频分析等，可准确
表征评价对象的特征要素。

(五)评价反馈精准化
评价反馈是实现教育评

价的应用价值体现，也是评
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高
度个性化定制、智能推荐引
擎等技术，将评价结果以交
互式可视化的形式及时精准
地推送给用户，有效提升评
价对象对自我的认知，使评
价对象即时调整学习策略、
教学目标等，进而有效地促
进管理、教学、学习等。
评价反馈贯穿整个教育活动
的始终，有过程性的即时反
馈，如课前的预习测评与反馈、课堂的实时检测反
馈等，能够精准反馈评价结果即时调整学习策略；
有根据评价结果精准推送教学和学习资源等，实现
教师精准的教和学生个性化的学。

四、助力教育评价的智能技术及应用框架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不同于传统的教育评
价，它需要利用智能技术构建一个多层次、多用
户、立体开放的教育评价生态体系。推进智能技术
赋能教育评价的建设与应用，需要从整体上把握智
能技术背景下技术、业务、应用和用户间的关系以
及对评价产生的影响。因此，借助信息化顶层设计
的方法论，在笔者团队提出的智能教育关键技术平
台参考框架的基础上[18]，结合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
价活动的实现过程，可以提出和构建助力教育评价
的智能技术及应用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助力教育评价的智能技术及应用由“5+1”的
总体框架构成，形成了科学化、多元化、立体化、
最优化、精准化的智能教育评价生态体系，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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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助力教育评价的智能技术及应用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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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基础层、技术层、业务层、应用层、用户层5个
层次结构和1个保障体系。

(一)基础层：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基础支撑
基础层由硬件设施、计算框架、存储设施等构

成，为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提供了必备的基础设
施条件，是智能化教育评价体系的基础保证。(1)
硬件设施为整个教育评价过程提供硬件支撑环境，
在数据采集中提供智能传感器、智能穿戴设备等；
在数据处理和分析中提供智能芯片、计算集群等；
在评价结果反馈中提供具有交互功能的智能终端设
备，如智能手机、智能PC等。(2)计算框架为系统
提供统一的计算服务、统一的机器特征提取和算
法模型建模服务，具体包含分布式计算、机器学习
等。(3)存储设施为整个评价过程提供统一的数据存
储、读写和管理等数据服务，保障数据的安全等，
具体有关系数据库、NoSQL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
统等。

(二)技术层：实现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核心
技术层是实现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核心，

通过利用各种智能技术实现数据的智能化采集、加
工分析和可视化输出等。(1)在数据获取中，通过
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日志抽取、数据库ETL等技
术，解决“听、说、看”等感知层面信息的转化，
实现对原始数据源中数据的抽取。(2)在信息加工与
知识构建中，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示、数据
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实现对获取数据的统一处理
和分析，挖掘数据潜在规律和价值。(3)在智能输
出中，通过语音交互、体感交互、数据可视化等技
术，将结果以可视化的形式反馈给用户。

(三)平台层：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关键支撑
平台层是智能技术与教育评价深度融合的关

键，其技术支撑体现在智能化教育评价系统的开发
与运用，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构建
智能化的评价系统，为各类应用提供支撑平台。主
要包括四类服务：(1)评价指标设计的设置是整个教
育评价体系的关键，具有系统性、独立性、目标性
等多重特点，提供质量标准管理、指标库管理、指
标权重设计等服务。(2)评价数据获取主要是有效获
取整个活动的各项数据，是数据处理分析的基础，
具体方法有考试评测、问卷调查、过程实录等。(3)
评价数据处理包含了对评价数据的清理、分析、挖
掘等，能够有效处理缺失、错误、重复的数据，利
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用机器学习算法和
计算机编程等实现数据的深度挖掘。(4)评价反馈是
通过多种形式将评价结果反馈给不同用户，是有效
教与学发生的必备条件，根据评价反馈结果个性化

推送相关资源，有效促进教与学等活动。
(四)应用层：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价值体现
智能化教育评价支持系统的应用是各类教育

评价场景应用智能技术的体现，为区域、学校、
教师、学生等提供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
价、综合评价。结果评价：利用智能技术优化智
能阅卷与评测、智能考试分析等，注重对教学结
果、学习成绩或成就等进行评定；过程评价：基
于智能技术进行伴随式采集数据，对管理、教
学、学习等行为进行密切跟踪，通过多模态诊断
分析发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时反馈与调控；
增值评价：有效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从发
展性角度关注学生的学习进步程度、教师的教学
进步程度、学校发展程度等；综合评价：利用智
能技术实现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与优化、数据的
深度挖掘分析等，实现对区域的教育质量综合评
价、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等。

(五)用户层：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目的归宿
用户层是用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以实现评

价的目的，是教育评价的归宿所在。具体来说，政
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用户通过智能终端
设备实现一站式登录智能化教育评价系统，为不同
用户提供不同的评价反馈，其评价反馈结果对用户
具有导向、诊断、鉴定、调控、改进等功能。对政
府而言可宏观了解区域教育发展情况，有助于促进
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学校而言可有助于鉴定
学校水平、评定学校优劣、促进学校发展等；对教
师而言可以整体了解教学情况，进一步提高教师教
学水平；对学生而言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对家长而言有助于即时了解学校的发展状况、学生
的在校表现等。

(六)保障体系：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重要保证
保障层是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有序实施的

重要保证，使整个教育评价生态体系有效运转，包
括政策制度、标准规范、运维管理、信息安全等保
障。(1)以政策制度作为教育评价发展的根本导向，
从建设内容、建设举措等方面制定支持教育评价的
相关政策，并加强各地的督导落实。(2)建设工作要
遵循技术标准规范，充分了解智能技术及其在教育
评价中应用的特点，制定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
技术标准规范，包括管理规范、质量标准、技术标
准等方面。(3)构建政府、学校、企业等多方协同的
运维管理保障工作机制，为智能化教育评价支持系
统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保障，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4)建立智能化教育评价的安全保障制度，明确信息
安全责任主体，构建相关应急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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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主要途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下称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
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
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
性、专业性、客观性”。“四个评价”各有特点和
优势，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有待改进的方面，亟需采
用新的技术手段加以改革创新。智能时代用技术赋
能教育评价，促进评价改革创新的主要途径表现在
智能技术赋能的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
综合评价等方面，如图2所示。

(一)智能技术赋能结果评价
结果评价通常是在教育活动完成后对最终结

果做出价值判断，即结果与目标的一致程度的评
价。结果评价具有目标性、规范性、客观性和易操
作性等特点。当前我国的结果评价主要应用于教育
考试，在科学命题、阅卷方式、测评方式上等方面
还存在问题，亟待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优化。通过
智能技术赋能结果评价，将在命题与组卷、考场管
理、组卷与评测、考试分析等方面推进评价工作的
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探索结果评价由“量”
的评价向“质”的评价转变，实现智能化考评[19]。

智能技术赋能结果评价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
以下方面：一是智能命题与组卷。智能技术在题库
建设中的关键运用体现在试题难度预测方面，教师
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和人工特征两种方案对试题难度

进行预测。基于题库标注、神经网络训练、试卷结
构生成、OCR文字识别、图像定位和自然语言处理
等技术，依据教学需求检索出需要的题目自动生成
试卷，实现快速、高效的智能化组卷。二是智能考
场管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化的网络电子
巡查系统、考生身份验证系统、作弊防控系统等。
比如通过在考场安装高清摄像头，利用图像识别技
术、云技术、情感识别技术，对考场的动态视频数
据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识别，自动分析考生的行
为状态，及时识别考场的异常行为，实现考试过程
中的智能监考。三是智能阅卷与评测。利用手写识
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对选择题、

填空题和是否判断题等客观题进行智能化阅卷；通
过自动分析及训练构建分数预测模型对中英文作
文、翻译、作答等主观题进行智能评分；利用多媒
体、AR/VR等技术，构建人机交互、模拟操作、场
景再现的智能化考试环境，有效实现英语听说、音
乐、美术等方面的自动化考试。四是智能考试分
析。利用数据挖掘、学习分析、数据预测模型等技
术，对试卷的命制质量、教师教学质量、试卷讲评
等提供客观有“证据”的数据分析，为改进教与学
提供强大的量化支持。

(二)智能技术赋能过程评价
过程评价是对教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过

程作出即时的评判，聚焦于关注学生成长过程，注
重学习者习得过程的评估与测量，从而实现以评促
学、以评促教。过程评价具有全过程、诊断性和即

评价目的 存在问题 技术赋能举例改革重点特点

结
果
评
价

过
程
评
价

增
值 
评
价

综
合
评
价

1.目标性
2.规范性
3.客观性
4.易操作性

判别教育目标的实现
程度

1.命题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2.阅卷评分的区分度和
科学性需要提升 
3.测评方式以纸笔考试
为主

“改进”结果评价，在当前重
“量”的结果评价盛行的情况
下，强调“结果”的“质”，
关键要探索由“量”的评价向
“质”的评价的转变

1.智能命题与组卷
2.智能考场管理
3.智能阅卷与评测
4.智能考试分析

真实反映学生和教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
学习与发展状态

1.全过程
2.诊断性
3.即时性

1.缺乏客观性
2.缺乏整体性
3.难以量化、不易操作

“强化”过程评价，将师生在
教与学活动过程中的全部信息
纳入评价范围，展现学习与发
展的结果成效、教与学方式的
变化、师生成长与发展变化

1.全过程伴随式数据采集
2.多模态诊断分析
3.实时反馈与调控

以学生进步幅度来衡
量学校努力程度(看起
点、比进步)

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1.成长性
2.阶段性 
3.激励性

1.研究内容片面
2.数据采集完整性难以
保证
3.最佳模型需要进一步
研究

“探索”增值评价，做好对学
生的起点评估，要将所得到的
各项学生发展指数作为增值情
况分析的重要依据

1.追踪数据库链接与整合
2.增值数据分析模型构建
3.发展水平可视化报告 
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

1.系统性
2.多元性
3.复杂性

1.标准难以客观量化
2.评价数据复杂性增强
3.评价结果难以客观公正

“健全”综合评价，引入了人
为因素，难点在于保障评价的
客观性、公正性与公信力，要
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建立配套
惩罚措施等

1.综合评价模型构建与优
化
2.全域评价数据采集汇聚
3.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 
4.数字画像建立与分享

图2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主要途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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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等特点。传统的过程评价存在诸多问题，如缺
乏客观性、整体性，难以量化、不易操作等。在智
能技术的赋能下过程评价发生了诸多改变，数据获
取实现了从小规模的简单间断性数据向大规模的复
杂连续性数据转变，数据分析实现了从数据结果的
粗线条分析向多模态诊断分析转变，数据反馈实现
了由单一文本的事后反馈向融合文本、语音、图片
等多种方式的交互式实时反馈转变。

智能技术赋能过程评价的应用场景主要包
括：一是全过程伴随式数据采集。依托可穿戴设
备、传感器、视频录制技术、非接触式感知技术
等数据采集工具，实现全过程数据的实时采集和
及时生成，通过智能技术采集的数据更加具有动
态性、真实性、连续性。二是多模态数据诊断分
析。用数据挖掘算法、内容分析、预测性分析、
系统建模等技术对行为数据、学习体征数据、学
习资源数据、人机交互数据等进行多模态诊断分
析，数据分析实现了从“不可量化”到“可量
化”、从“碎片”到“集约”的转变，通过智能
技术分析的数据更加具有客观性、准确性。三是
实时反馈与调控。分析结果以可视化的形式即时
反馈给管理者、教师、学生等不同对象，根据评
价结果调控和改进管理、教学、学习等进程，评
价结果涉及多个维度，如对学生的评价有学习动
机态度、过程和效果等方面的反馈，通过数据可
视化方法反馈数据更具有即时性、全面性。

(三)智能技术赋能增值评价
增值评价是以学生进步幅度来衡量学校努力程

度的一种新型评价方式，重视学生的学习起点，关
注学习过程，依据一段时间内学生的学业水平、综
合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的表现，开展纵向比较，引导
学生专注于自身的综合表现，并获得学校对学生的
“净增值”。增值评价具有成长性、阶段性和激励
性等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增值评价研究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是在研究内容、数据采集、增值模型构
建等方面等依然存在着问题。在智能技术赋能下进
行学习评价，能够更加精准、全面地获得增值评价
的数据，更加精确地剔除学生自身和家庭、教师和
学校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更加客观地获取到
学生学业水平的“净增长”，也能够更加公正地对
学生、教师和学校等进行评价，提升增值评价的科
学性、客观性、有效性。

智能技术赋能增值评价主要应用场景包括
如下：一是追踪数据库链接与整合。在进行增值
评价时，建立大规模的追踪数据库是实施增值评
价的前提条件。利用智能采集技术获取学生学业

水平成绩、品德、学习能力、艺术审美等纵向数
据；利用数据库链接技术实现学生数据库与学
生、教师、学校等数据库之间的链接，达到数据
之间的有效整合[20]；通过SQL Server事件探查器的
跟踪技术对数据进行跟踪，并在追踪数据库逐渐
庞大时，利用智能技术完成对数据库的维护。二是
增值评价模型的构建。开展增值评价，需要利用增
值评价模型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常用的
主要有增分模型、成长达标模型、分类模型、残差
模型、回归模型、学生成长百分等级模型、田纳西
增值评估系统7种[21]。目前尚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数
据的模型，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借助统计分析
手段和算法构建出能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性评价
的增值模型。三是发展水平可视化报告。增值评价
主要关注学生的纵向发展水平，通过可视化技术能
够将学生的学业情况、个人发展指数等信息直观形
象、简单易懂、全面清晰的呈现出来，便于学生、
家长和教师等查看和理解。

(四)智能技术赋能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是从全面、多维的角度对教育活动

作出系统的价值判断，其重点在于对评价对象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把多方面的评价结果整合起来，形
成对评价对象清晰准确的总体认识。综合评价具有
系统性、多元性、复杂性和全面性等特点。综合评
价正在成为教育评价的趋势和导向，但也存在标准
难以客观量化、数据复杂性增强、客观公正不足等
问题，亟需通过智能技术助力解决这些问题。杨宗
凯认为，要推进多种主体评价等甚至是机器评价的
融合发展，采用基于智能技术的不同方法进行综合
评价[22]。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作为健全综合评价的
关键技术支撑，在评价模型构建、全域评价数据采
集、数据深度挖掘分析、数字画像等方面极大地提
高操作效率、评价效果和评价效能。

智能技术赋能综合评价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以
下方面：一是通过层次分析法、专家系统、机器学
习、人工神经网络等算法，在对数据的有效分析
中提取评价规则，实现综合评价模型的科学构建
与不断优化，有效解决综合评价标准科学量化的问
题。二是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建立统一
的数据平台，通过各类采集终端对评价对象进行全
方位、全过程、全纳、全员和非干预的自然状态采
集，汇聚全样本、混杂、海量的数据，解决综合评
价中信息量小、失真和结构缺失的问题[23]。三是利
用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充分挖掘评价对象的
特征和关系，全面分析评价对象的综合发展状态，
深刻揭示评价结果的共性与个性，精准预测评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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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发展潜力与未来趋势。四是基于大数据分析技
术和深度学习等算法，将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
可视化呈现，生成个体或群体数字画像，能够让学
生、教师及教育管理者清晰直观、形象生动地理解
运用及分享综合评价结果。

六、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推进策略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工程，应以《总体方案》为依据，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为依托，围绕服务各级
各类教育主体，聚焦关键环节，采取理念引领、标
准规范、主体关照、数据驱动、专业支持等实施策
略(如图3所示)，科学谋划、整体推进、分类实施。

(一)理念引领：树立新时代教育评价观
推进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首要问题就是转

变思想理念，树立新时代教育评价观，扭转不科学
的教育评价导向。一是坚持立德树人，树立生态性
评价发展观。教育评价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和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在实践中引
导各类主体形成正确的政绩观、育人观和质量观，
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生态性要求。二是落实“四
个评价”，树立科学性评价体系观。坚持以破“五
唯”为导向，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
教育特点，通过立体、多元的评价方式，结果评
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相结合，形成
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三是聚焦智能转型，树立创
新性评价技术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可
以赋能教育评价的各个环节，形成基于数据的客观
性思维、动态变化的持续性思维和价值呈现的发展
性思维等创新性技术思维，树立教育评价实现智能

化转型。
(二)标准规范：构建评价规范与技术标准
评价规范与技术标准是科学实施教育评价的前

提，通过建立管理规范、质量标准、技术标准“三
位一体标准规范”，保障教育评价的专业、稳定、
可持续发展。(1)管理规范是从顶层设计视角制定系
列配套政策和制度，统筹规划教育评价改革。如制
订实施方案、行动计划、实施指南等文件，明确目
标任务、推进策略和工作机制，统筹实施教育评价
的进度和具体安排。(2)质量标准是在贯彻国家及
教育部相关标准文件要求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构
建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对“评价什么”的具
体描述和说明，也是评价工具的研发依据。《教育

部2021年工作要点》
明确指出要推动出台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实施指南、义务教育
质量评价指南、普通
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指
南等，为区域实践中
教育质量标准的制订
提供了指导和具体参
考。(3 )技术标准是
推动智能技术赋能教
育评价的重要技术准
则，教育评价系统或
平台可通过遵循国家
技术标准、借鉴国际
技术标准和制订地方

技术标准三种形式构建教育评价技术标准体系[24]。
(三)主体关照：分层设计多元评价主体参与
教育评价主体涉及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

学生和社会等多种类型，各个主体处于纵向教育系
统的不同层级之中，每个层级主体的权益不同，因
而要分层设计，全面关照每个主体，保证被评价者
在评价过程中有充分的参与权、选择权、解释权，
以体现教育评价的平等性和公正性。一方面，从评
价主体权的利益诉求来看，可根据主体职责分工进
行分层设计和管理主体权限赋予，确保各个主体按
照各自的评价任务与责任深度参与评价过程，充分
保障主体评价权，从而促进评价目标的有效达成。
另一方面，从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来看，要培育
平等、公正、包容的评价文化，保障被评价者能参
与评价标准的构建，并推进第三方评价、利益相关
者评价和社会评价，使不同主体获得归属感和认同
感，从而实现教育评价的教育性和发展性价值，促

树立新时代教育评价观
树立生态性评价发展观
树立科学性评价体系观
树立创新性评价技术观

打造专业教育评价队伍

大力提升教育评价相关
人员专业能力
整合多领域专家力量做
好人才储备

统筹评价中的教育数据挖掘

从整体视角规划设计评价数
据的采集、存储、分析挖掘
和应用
以内在价值为导向加强数据
挖掘的有效性
提升评价数据的应用价值

构建评价规范与技术标准

建立管理规范
建立质量标准
建立技术标准

分层设计多元评价主体参与
从评价主体权来分层设计
从教育评价主体来多元参与

理念引领

标
准
规
范

主体关照

 数
据
驱
动

专
业
支
持 改进结

果评价
强化过
程评价

健全综
合评价

探索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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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技术
赋能
教育
评价

图3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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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育评价生态优化。
(四)数据驱动：统筹评价中的教育数据挖掘
数据是教育评价实践中最重要的“资源”，数

据驱动教育评价是当前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核
心应用模式。通过数据挖掘找准规律、发现问题和
预测趋势，从而提高教育评价的应用效能和服务水
平。(1)从整体视角规划设计评价数据的采集、存
储、分析挖掘和应用。包括统筹数据采集流程，做
好数据选择、数据清洗和数据转换等数据处理；完
善数据验证，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以便从
整体和宏观上能够发现教育本质特征和潜在规律。
(2)以内在价值为导向加强数据挖掘的有效性。面
向学习者，要以促进个性化学习为导向，通过对学
习过程数据的深度挖掘，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
建议。面向教师，要以差异化教学为导向进行学习
者数据挖掘分析，支持教师及时诊断学习者学习情
况。面向管理者，要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为导向进
行问题发现和趋势预测分析，以帮助管理者合理配
置资源和优化教育决策。(3)提升评价数据的应用价
值。要提高数据挖掘分析的易用性，重视和加强数
据的可视化，让各类主体深度参与，强化大数据技
术与教育评价深度融合的机制与能力，综合发挥智
能化教育评价的导向、鉴定、诊断、调控和改进作
用。

(五)专业支持：打造专业化教育评价队伍
专业化的评价需要专业化的评价队伍，面对智

能时代的挑战，亟需培养一支精通教育评价业务且
具备智能素养的专业化教育评价队伍。一方面，要
大力提升教育评价相关人员专业能力。加强教育评
价各个主体智能素养培养，通过开展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智能技术的培训和实践应用，提升信息素养
和智能技术应用能力。加强一线校长、学科教师等
主体的教育测量、教育评价等专业知识培训，提升
实施教育教学评价的能力。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各
种教育评价专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跟踪教育
评价的发展动态和技术革新。另一方面，整合多领
域专家力量做好人才储备。《总体方案》明确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教育评价、教育测量等相关
学科专业，培养教育评价专门人才。在教育评价实
践中，需要学科教学、心理学、统计学、计算机、
教育测量、教育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协作，各领
域专家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从而推进教育评价
的创新研究[25]。同时要充分发挥心理学、统计学、
计算机等基础学科的力量培养教育评价、教育测
量专门人才，增强其跨领域综合应用和协同创新能
力，促进智能技术赋能的教育评价不断改革创新，

构建智能化教育评价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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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Technology Enabling Education Evaluation: Connotation, Overall Framework 
and Practice Path

Liu Bangqi1,2, Yuan Tingting1, Ji Yuchao1, Liu Biying1, Li Ling1

(1.iFLYTEK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 Hefei 230088, Anhui; 2.Colleg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1, Gansu)

Abstract: The enable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ly,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nabled evaluation 
education is studied systematically,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intelligen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ts essence is 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education 
evaluation model through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hich h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and precision.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ssist education evaluation consists of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5+1” (five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 basic layer, technology layer, platform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and user 
layer and one guarantee system). Through the specific scene application of “four evaluations” enabl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overall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concept guidance, standard norms, subject care, data-driven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are adopted to 
build an ecological system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evalu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nablement; education evaluation; overall framework; practi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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