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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评价：
智能化时代学习评价的变革与实施

田爱丽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学习评价既是教育评价对时代发展做出的回应，更是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评价出传统纸笔测试评价不出的学生素质、促进学习与评价一体化是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学习评价的主要目标与

功能诉求。个性化评价标准、伴随式数据采集、实时生成的评价报告，是智能化学习评价的主要方法。在此过程

中，建设全域的数据终端、建立科学的评价模型、较强的算力支持以及保护学生信息隐私等，则是实施智能化学

习评价的关键要素与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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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双基到三维再到综合素质：我国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与聚焦

立德树人，发展学生综合素质，是我国当前
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价值诉求与根本任务。其实，
对于培养学生的哪些品质或能力，不同时期我国社
会发展的需求是不同的，与之相应的国家政策要求
以及教育改革目标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我国基
础教育重视“双基”目标的实现，即夯实学生的学
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对“双基”的强调从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到了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整
体发展程度的提升，社会各行各业对高素质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高，以往强调“双基”目标实现的人才
培养模式不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于是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启动建国以来的第八次课程
改革，开始了以课程为核心波及整个基础教育领域
的系统改革。2001年6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整体设计与规划新时
期基础教育的目标、课程教学以及评价活动等，其
人才培养的目标则是在原有“双基”的基础上更加
突出“三维”目标的达成，即学生学习的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发展的情
况，这也是通常被理论者和实践者称之为的“新课
程改革”目标。“新课程改革”实施十余年的时间
里，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总结经验、反思问题，更好地应对未来社会经济
快速变革的要求，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需

求，新一轮的课程教学改革又开始启动。以2014年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意见》[1]为标志，我国又开始了新一
轮的教育改革历程，而本次改革的核心则是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学生核心素养即是学生应具备的、
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2]，具体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
与三大方面。新一轮课程教学改革通过大力实施素
质教育，落实核心素养，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
目的。综合素质与核心素养相辅相成，相互一致，
是一个整体[3]。因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基础
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无论是对三维目标还是核心素养
的强调，其主要诉求与根本任务是发展学生的综合
素质。至于学生综合素质究竟是什么素质，笔者认
为，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利
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以满足复杂需要、解决任
务的能力，蕴含着个体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审
美取向以及行为表现等。个体综合素质具有整体
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决定着个体的行为表
现[4]。2014年12月我国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
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中将学生
的综合素质界定为五个方面，即学生的思想品德、
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创新实践五个方
面。2018年召开的新时期全国教育大会，要求学生
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高尚的个
人品德，丰厚的学识、卓远的见识、奋斗的精神、
创新的思维、综合的能力等[5]，这些都为学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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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发展与评价提供了重要参照。
如何保障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得以有效落实，评

价是其中重要的环节。知名的课程教学论专家拉尔
夫·泰勒曾提出[6]，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评价
是检测课程目标是否得到落实、落实到何种程度，
并以此矫正课程教学活动的重要方式。当前，如何
通过评价方式的改革确保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应有发
展，是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从上述
对综述素质的界定可知，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程度很
难通过传统纸笔测试进行评价。为了将学生综合素
质落到实处，需要通过改革评价方式方法予以保
障。随着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人
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教育评价方式
方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其中表现之一，即是学习
平台建设的侧重点已经从以往的重视内容即“内容
为王”的时代过渡到了“数据为王”的时代了。学
习平台不仅仅有学习内容的呈现，更要有基于学生
学习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评价。高度重视和
实现学习平台的数据挖掘与分析价值，是教育信息
化2.0时代平台开发的重中之重[7]，也即是基于大数
据的智能化学习评价。这就需要教育信息化平台开
发过程中，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根据数据全生命周
期管理的理念，从数据的生成和收集，到数据的存
储和管理，再到数据的分析、使用和共享，高度重
视和实现数据的价值[8]，进而实现对学生学习分析
与评价的智能化。最后，从提升评价便利性、降低
评价成本的角度考虑，也需要基于互联网时代数据
采集的便利，采用智能化手段综合评价学生综合素
质发展情况。

二、重在评价传统纸笔测试评不出的综合素
质：基于大数据智能化学习评价的目标

多年来，中考高考过程中纸笔测试尽管备受诟
病但是依然无法被取代的重要原因在于纸笔测试形式
的公平性，其对所有孩子都一样，公开、透明，这也
是纸笔测试被认为考试录取过程中最为公平的举措。
然而，从其实际运行过程来看，纸笔测试的评价往往
重在测试学生对认知方面的知识记忆与理解的程度，
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分析与应用，并不利于对学生高层
次认知能力如创造力的测试。更为主要的是，对于学
生的非认知能力如学生的尽责表现、情绪调节、合作
能力、思想开放、社会交往以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
元认知能力等社会情感能力[9]的发展情况，传统的纸
笔测试更是无能为力。因而，纸笔测试无法全面检验
当前学校是否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培养到什么
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基础教育改革在大力倡导要发展

学生的综合素质，实际中很难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
“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是基础教育运
作的实践逻辑。在传统纸笔测试的背景下，学生综合
素质无法有效测评，这就导致了教育教学实践中，学
生综合素质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者受口头上重
视行动上不重视，其实施效果当然不如预期。因而，
在智能化时代，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评价学生的综合
素质，评估学生的高层次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是教育评价领域变革的重点所在。

实践中，让传统纸笔测试“搬运”到在线平台
上，学生在线答题，平台自动批阅，这当然会提高
测试效率，降低测试成本，学校普遍实施的网络阅
卷即是此思路。不可否认，这的确减轻了教师重复
性批改的负担，节省了教师的宝贵时间。但是本研
究认为，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学习评价更为重要的
则是需要进行思维范式的创新，当前需要突破的界
限是，利用物联网、特定的评价模型与人工智能算
法，通过收集数据而进行的大数据智能评价，是和
传统的纸笔测试不一样的评价，它重在评价以往纸
笔测试难以评价的内容，即上文所言的学生综合素
质，如学生的身体健康、学习负担、学习品质、创
新能力、复杂场景中的问题解决能力等。余胜泉教
授也指出，人工智能的评价“不仅可以分析学习过
程中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还可以分析学生的学科能
力、核心素养、学生的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发展情
况”[10]。因而，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型，基
于全域的网络覆盖和终端数据采集，采用人工智能
算法，对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储存和分析，并将
分析结果进行清晰而又个性化的呈现，切实实现对
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对时代要求和终身发
展必备的品格与能力进行“数字画像”，才是大数
据时代学生学习评价的主要诉求。刘三  [11]提出的
“量化学习”的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量
化的数据不仅指学生外显的数据，更包括学生内隐
的数据，通过分析学习服务、学习场景、学习活动
以及成长过程中人的行为与学习个体的内隐特征，
实现对学习者高度个性化的数据表征，从而更好地
了解学习者的特点和个性差异，全面把握学习者的
真实需求，对其学习活动进行更为准确与广泛的研
究，从而开展精准教学，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形
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模式。

实现上述智能化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功能，
就需要开展对教育全过程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比如
利用智能学习环境以及具有数据采集能力的学习终
端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数码笔、可穿戴设备、
摄像头等应用[12]，为破解学生学习数据采集难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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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技术方案。实践中这方面的尝试不胜枚举，如有
学校和培训机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室内开始使
用的情绪识别系统即为这方面的有益尝试，系统全过
程捕捉学生在教室内的学习行为，基于学习行为与学
习情绪之间的内在关联，系统随时分析学生学习行为
背后的情绪状态，并及时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提醒[13]。
比如在杭州第十一中学教室内，“智慧课堂行为管理
系统每隔30秒会进行一次扫描，针对学生们阅读、举
手、书写、起立、听讲、趴桌子等6种行为，再结合
面部表情是高兴、伤心，还是愤怒、反感，分析出学
生们在课堂上的状态”[14]。从当前的运行情况来看，
学校在充分考虑学生隐私保护的情况下，提高了教学
管理效率，简化了考勤程序，并努力寻找课堂教学行
为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联。还有，当前中高考过
程中的英语听说测试即是人工智能用于教育评价的成
功案例。传统英语的纸笔测试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哑
巴英语”学习者，在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听说测试、听
说教学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人英语学习过程中
的听说能力。其他诸如有学校给学生佩戴的智能手环
可以收集和检测学生在运动、睡眠以及膳食方面的情
况，及时提醒学生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上海市
奉贤中学内建设的智能实验室，系统能够直接采集学
生做实验的全过程数据，并直接上传至平台，这为解
决传统实验教学中“重理论、轻操作”的现状提供了
保障与支持。在艺术教育和评价方面，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评估学生的美术、绘画等各种艺术作品的质量已
在各类艺术考试中被逐步采用。上海市卢湾一中心小
学内的云图书馆、云厨房、云操场的建设，都是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采集学生校内学习生活数据的有
益尝试，这为突破传统纸笔测试评价的局限、探索综
合素质评价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当然，对上述做法也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认
为这种做法让师生始终处于一种“被监控”状态，
侵犯了学生隐私，因而表示不满或抵触类似改革项
目。也有人认为这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
智能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全面性、综合性的有益尝
试。本研究持后者的立场，对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
教学以及评价活动中的各种创新应用，应给予鼓励
和宽容的态度，即先发展后规范，而不是一开始就
将之拒于门外。毕竟，类似于这些新出现的评价类
型，尤其是对学生情绪情感的评价方法等，只是教
育场景变革的一个起点……但是这将是人工智能与
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及教育教学精准化的必然选择，
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构建教育新生态的关键诉
求[15]。因而，在遵循教育和研究基本伦理的前提
下，慎重开展智能化评价的各类尝试与创新，是

当今时代应有的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情怀与态度。

三、评价与学习一体化：基于大数据综合素质
评价的主要特征

布卢姆将学习评价分为三类：终结性评价、
诊断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即诊断学
生当前的学习状态，为即将学习什么内容做好定位
的评价；形成性评价，即对学生的知识学习情况不
断地评价、反馈与改正；终结性评价，即阶段性地
评估与总结学生学习情况。当然，形成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也是经常相互转化
的。布卢姆及其团队的研究表明：学习过程中不断
地进行形成性测试、反馈与矫正，是促进学生知识
掌握的有效策略[16]。对每个学生不断地测试、反馈
与矫正，也是构成掌握学习理论的重要要素与不可
缺少的环节。如果学生人数少，不断地进行形成
性测试与评价，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但是当前各
地的实际情况则是学生多、班额大，老师为批改
学生作业劳心烦神，我国如此，其他不少国家也
与此类似。即使教师非常辛苦，还是难以做到不
断地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测试、反馈和矫
正。对教师的调研也表明，能够坚持这样做的老
师，其所教的学生学习成绩一般都不差；反之不
被教师关注，得不到教师及时有效反馈的学生成
绩也很难得到保障。

如果说以往难以做到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进
行及时的评估、反馈和矫正，是由于教师的时间、
精力不能保障。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改善这种
情况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可能。教育管理者应该利用
技术来收集学习过程中的实时数据，为持续改善学
习效果提供依据[17]。在线学习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萨
尔曼·可汗(Salman Khan)即是依据布卢姆的掌握学
习理论以及知识空间理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立
了可汗学院学习空间，切实实现了学生在线学习与
评价的一体化。学生注册登录后即可根据自己的需
求开展在线学习，学习过程中管理平台不断对学生
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进行测试，并及时生成学习结
果的图表，反馈学生学习成效，根据学生的学习需
求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然后再进行测试、反馈与
矫正，直至达到掌握程度，再进入下一个知识点的
学习。

当前，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化学习评价，其信
息收集更为全面、系统，反馈更为及时与智能，评
价与教和学的改进结合得更为密切。学生的自主
学习、个性化学习正在成为现实。教育正在实现
从“少数人的个性化”到“多数人的标准化”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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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个性化”的历史性跨越，其意义和价值
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同时，基于平台的评价反
馈结果也便于平台和算法自身的不断改进，逐渐提
高基于数据评价的效度和信度。因而，做到评价与
学习一体化，基于评价及时改进教与学，以评价及
时强化教与学的成效，是基于大数据智能化学习评
价的主要诉求。国外提出“教育数据科学”的学者
比尔和玛丽(Bill Cope & Mary Kalantzis)几年前就提
出，基于大数据的评价，历史性地终结了教学和评
价分离的状况，学生在线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成
形成性评价的过程[18]。

四、个性化标准、伴随式采集、及时性报告：
基于大数据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式方法

为实现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好地发展，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与优势，基于大数据
的智能化学习评价主要采用个性化标准、伴随式采
集以及及时性报告的方式开展。

(一)个性化标准
相对于以往一把尺子评价所有学生的现状，

智能化学习时代需要为每个学生的学习制定一把适
合的尺子，做到一把尺子评价一个学生，即个性化
的评价标准。这就需要针对不同的评价项目和内
容，可以是德育、智育、体育、艺术教育等，也
可以是某个特定的项目，如一个社会化学习项目
或一个研究课题，根据学校教育的共同要求，结
合学生个体的实际情况，由学校教师、学生、以
及家长协商制定出适合个体的评价标准，如要达
到的能力要求、学习内容的规定、学习时间以及
练习时间的时长，论文或作品提交的数量和质量
等。然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该评价标准内
置到平台上学生的学习空间内，该标准即是学生
学习评价的依据。每个学生的基础不同，天赋有
差异，其一定阶段内的学习标准和评估标准也是
不同的，当然这个不同是基于国家的共性标准达
到以后的个性化体现。因而，个性化评估标准并
不否认国家共性标准的达成，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
更是要首先确保国家教学标准的实现。

(二)伴随式采集
相对于当前更多的是通过对学生在线行为数

据的采集，如鼠标点击、键盘敲击以及在线作答等
途径实现的数据收集与采集，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
学习评价则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伴随式数据采
集与整理方式。无论是知识的学习、还是技能的练
习甚至包括学生社会实践或社区服务，针对学生学
习、练习或实践的过程，通过全域式网络架构与学

生随身携带的智能感应终端，学习与评价系统伴随
式采集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即如学习或练习的时
长、提交的论文或作品、实验过程或体艺技能练习
的全过程、社会实践或社区服务过程。上述信息能
够在学生不知不觉、不需特别配合的学习过程中就
被记录和采集到平台中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而言，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学生学习
数据的生成只是在线学习的伴随物或副产品[19]。当
然，该信息的采集、管理和使用都要提前和学生协
商一致，必要时签订伦理协议，以保护好学生的个
人信息和隐私不受侵犯。

(三)及时性报告
在智能化学习评价时代，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的区别正在逐步弱化和模糊，任何一个节点的
形成性评价都可以是终结性评价；反之，任何一个
阶段的终结性评价也都可以被看作该阶段的形成性
评价[20]。基于管理平台上内置的学生评价标准，结合
学习过程中伴随式采集的数据，平台及时对学生学习
的方方面面进行专项或综合分析，并向学生、教师和
家长发送阶段性学习诊断报告。报告可以时时生成，
在发送给学生、教师或家长时，可以根据学习内容的
需要和学生教师本人的需求与喜好，选择是一天发送
一次，还是一周发送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报告
或提醒的内容，需包括学生在该领域取得的成绩、存
在的薄弱之处，需要改进的方法与路径、改进所需的
材料与内容等。报告的内容既可以作为师生改进学习
的依据，也可以作为鉴定性考核的依据，兼具形成性
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功能。

五、实施基于大数据综合素质评价的保障条件

基于上述智能化学习评价的功能定位，那么建
设基于数据的智能化学习评价方面的思路则是应用
驱动创新[21]，这个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
面的保障要件：

(一)全域的数据终端
要做出全面综合的评价便需要有全面综合的

学生数据采集源。为方便收集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数
据，需要做到无意识、非侵入、非配合的状态下采
集、管理与分析学生学习数据，这就需要学生整个
学习环境的全域网络覆盖与学生随身携带智能感应
终端。这是“互联网+”条件下实现大数据综合素
质评价的前提与基础，仅仅依靠问卷调查或者学生
电脑操作的数据是不足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情
况做出整体性和综合性评价的。

(二)科学的评价模型
科学的评价模型是基于大数据评价的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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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了全面的数据，不一定能够得出科学的评价
结论。要想得出科学的评价结论，就需要对数据进
行有效的分析和使用，这就需要构建针对特定学习
内容或项目的科学评价模型。而科学评价模型的构
建则需要学科专业人员、教育评价人员、信息技术
与大数据专业人员以及工程师的通力配合，有机整
合上述几个领域的专业智慧，才有可能构建出科学
的在线评价模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科学的评价
模型是智能化学习评价的核心与关键。

(三)较强的算力支持
在今天尤其是面向未来的时代，有关个体学生

学习生活的全域数据，不会仅仅局限于文本数据，
更多的会是图片、视频、音频等伴随式采集而来的
“大”数据，计算机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及时高效
的储存、分析、处理和呈现，需要较强的网络宽带
的支撑以及强大的算力支持，否则数据很难被及时
记录、储存和分析。随着5G时代的到来，这一技
术难题会迎刃而解，但是常态化以后则需要较高的
维护成本，这亦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引领和推
动教育大数据评价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四)学生隐私的保护
的确，互联网时代如何做好学生的隐私保护

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课题。一方面，要想
全面准确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就需要尽可能
全面详细地采集学生学习生活数据。另一方面，
要确保学生数据得以有效保护，这是大数据智能化
时代务必做好的工作，诚如一学者所言：“身处这
样一个时代，生活中完全拒绝让渡任何个人信息，
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个信息交换过
程变得更可控，造福社会而不是毁坏人们的生活场
景”[22]。因而，实践中需要兼顾如下两个方面：一
是伴随式、全过程地采集学生信息，二是平台通过
任何方式采集来的学生信息以不侵犯学生隐私为第
一原则。在对隐私的界定有争议时，平台采集学生
信息之前需要告知学生及其家长，在学生和家长同
意的情况下与之签订数据使用说明协议书，不得无
故对外泄露学生信息。

综上，“互联网+”时代的教育评价，基于大
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的优势，不仅在于提高传统
纸笔测试的效率，将传统的评价内容“搬移”到网
上，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的便利，
突破思维局限，超越以往纸笔测试的内容，对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情况进行评价，这就需要基于特定的
评价模型，设置个性化评价标准，进行过程性伴随
式的信息采集，并及时对之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
和呈现，及时评估并报告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情

况。让评价、教学与学习过程密切结合起来，切实
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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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ing Learning Burden Accurately: the Ke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Subjective 

Schoolwork Burden

Zhang Sheng1, Zhang Ping1, Cao Rong1, Cheng Shu1, Fang Dan2

(1.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for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Beijing 100875; 
2.Haid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ne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tudents and the unified policy is one of the 
obstacl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burden reduction.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potential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input and subjective schoolwork loa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students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academic achievements, learning qu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rough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The situation of students can not be 
generalized, someone need to reduce the learning burden, someone need to increase time investment, some ne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they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y learning burden: “low engagement high burden”“high engagement high 
burden”“high engagement low burden”“high engagement low burden” and “low engagement low burden”.(2) Four cluster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in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quality. (3) The findings accurately classified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diagnosing and reducing learning burde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tudent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education. The core of learning burden reduction lies i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When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s different, students with good learning quality feel lower burde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accurate diagnosis system for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 burde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udents of different types should adopt personalized programs to reduce students’ learning burden, and using intelligent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quality is the core path to reduce students’ learning burden.
Keywords: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Engagement; Reducing Learning Burden Accurately; Types of Learning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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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Quality Assessment: the Change and Implementation of Learning Evaluation 
in the AI Age 

Tian Aili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ntelligent learning evaluation based on big data is not only the response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need to evalu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t is the main value pursuit and function requirement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evaluation based on big data to evaluate the students’ quality which cannot be evaluated by traditional paper and 
pen test to integrate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Individualized evaluation criteria, concomitant data collection and timely evaluation 
reports are the main methods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eval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on, building a universal data terminal,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model, having strong calculation power and protecting students’ information privacy are the key 
elements and guarantee condi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evalu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Assessment;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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