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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转型在教育领域带来了诸多挑战与机遇。本文旨在深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教育公平的影响，重点

聚焦于资源分配与技术整合两个关键方面。首先，数字化转型挑战着传统教育中资源的分配模式。在这

一过程中，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导致数字鸿沟的加深。然而，数字化转型也为解决

资源分配不均提供了机会，通过数字技术的普及和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可以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

间的教育差距。其次，技术整合是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它为提高教育公平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

整合各种数字技术工具，可以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学习环境，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促进教育

公平。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既迎来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资源，

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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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forth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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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m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ducational equity,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wo critical dimension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First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model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is process, the unequ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may exacerbate educational inequities, leading to a deepening digital divide. Howev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so presents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uneven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
ciency, it is possible to narrow the educational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emographics. 
Secondly,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s a crucial asp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at offers new 
pathways to enhance educational equity. By integrating various digital tools, it becomes feasible to 
create more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at cater to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diverse stu-
dents, thereby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In conclus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ring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th the key lying in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to advance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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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时代的技术更迭、智能决策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思维、生产、

生活和学习方式，为社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趋势影响深远，尤其对教育领域。教育正在

经历数字化转型，开辟新发展路径，塑造新优势，必须与时俱进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在数

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评估范式的创新使高质量教育评估成为可能，然而也伴随着巨大挑战。随着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探索和实践，使得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问题。为了更好地融入数字化，推进数字化

教育评估工作，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当前数字化教育评估发展所面临的挑

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案，以期寻找适合数字化教育评估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深度

分析资源分配与技术整合的互动关系，以更好地理解数字化对教育公平的影响。确保资源公平分配、整

合技术弥补教育差距成为当前数字化教育评估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深入研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特

点，找到适合数字化教育评估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教育评估的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2.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高质量教育评估 

(一) 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 
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是指将教育评估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活动、数据和资源，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

从传统的手工操作和纸质文档转变为电子化、自动化或智能化的方式。这种转型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原有

的过程搬到数字平台上，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系统优化，重新构建和完善教育评估的各个环节，以实现

更高效、更准确、更全面的评估结果。 
首先，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涵盖了数据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处理。传统的教育评估过程往往依赖于

纸质文档、手工填写和手动统计，效率低下且容易出现错误。而数字化转型则将评估所需的数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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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转换为数字形式，利用数据库、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处理和管理，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准

确性、可靠性。其次，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还涉及到评估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通过引入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可以实现评估过程的自动化执行和智能化决策。例如，可以利用智

能算法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建议；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

挖掘出学生的学习模式和行为规律，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还涉及到

评估结果的可视化和个性化呈现。传统的评估结果往往以文字报告或统计数据的形式呈现，难以直观地

展现评估结果的重要特征和趋势。而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将评估结果以图表、统

计图等形式直观呈现，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评估数据。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偏好，定

制个性化的评估报告和数据展示方式，提高评估结果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总的来说，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一次技术革新，更是对教育评估理念和方法

的重大变革。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教育评估的精准化、个性化和智能化，为提高教育质量、推动

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可能性。然而，数字化转型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

护、技术应用的普及和培训等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目标。 
(二) 教育评估的高质量发展机遇 
1. 数字化意识的提升使教育评估数字化转型步入正轨 
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被认为是推动变革的关键变量与内

生动力，为提高教育质量、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1]。面向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正

在全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战略与转型构成了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

的新话语体系，对其内涵的深刻认识至关重要[2]。而学校数字化转型涵盖技术、业务和人本三个层面，

其关键路径包括部门信息化、机构整合、服务流程重构、学校组织变革和智慧教育服务新生态。推动这

一转型需要创新认知、规划设计、教育服务创新、组织结构调整和绩效评估等五方面的综合行动[3]。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意向性使得教师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智能化教育环境使得人机

关系从辅助转向协同。这种技术渗透的三元空间生存方式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立德树人能力，适应数字

化时代知识增长的新范式，教师需要不断自我成长适应并擅长运用技术[4]。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供了赋能。内生发展需求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推动了其

数字化转型，同时也促进了产教融合机制的创新[5]。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评估不仅涉及学生学业成绩的量

化分析，更关注学生的全面素养、创造性思维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教育数字化被认为是开辟教育高质量

发展新赛道的重要突破口[6]。然而，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中显现了一系列组织层面的不适配现象，

包括目标含混、组织固化边界、资源统筹与组织权责分散等问题[7]。数字化转型使得评估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学科知识，而是更加注重学生在实际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创新思维等方面的表现。数字化时代职

业教育转型的目标是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减少和化解职业教育系统的不确定性，增强职业教育机构应对

产业转型、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技能转型等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力[8]。这一转型同时推动着教育体系变革

和劳动力市场的重塑[9]。 
数字化转型是当今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它涵盖了技术、学校和个体三个关键层面。在这一转

型过程中，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行动，以确保顺利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实施。首先，创新认知是至关重

要的，教育工作者需要拥抱新思维、新理念，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和挑战。其次，规划设计是数

字化转型的基础，需要制定全面而务实的发展策略，明确目标、路径和时间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

的指引。同时，教育服务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机构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教学方法、教育技

术应用，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体验。此外，组织结构调整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环节，需要适时调整

机构内部结构和管理模式，提高工作效率和协同能力。最后，绩效评估是衡量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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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和改进措施，确保数字化转型取得实质性成果。 
然而，正如 Balkin (2016)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转变并非没有局限性[10]。有限的互联网接入、语言障

碍以及标准和互操作性方面的争议等问题都会阻碍数字化教育的全面实现。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教育

数字化是现代化和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11]，具有增强学习体验和扩大教育机会的潜力。数字技术在教育

中的应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数字时代[12]。这些技术有可能改变教学中的文化实践，提供更积极、

更灵活的学习体验[13]。然而，教育的转型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也需要深入研究[14]。在发展中国家，使

用技术强化学习有助于解决教育公平和社会排斥问题，但也带来了挑战[15]。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需要多方合力，通过创新认知、规划设计、教育服务创新、组织结构调整和

绩效评估等综合行动，才能实现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和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目标。 
2. 数字化技术的精进为教育评估数字化转型夯实基础 
提升教育数字治理能力成为教育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标志，涵盖多元教育治理主体运用数字

技术和创新治理制度。这一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多重逻辑，注重数字化带来的多维度变革，并强调技术与

制度的双向调适，最终以实现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16]。在数字化时代，教育评估不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

考核工具，更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估体系。这需要教育机构创新认知、规划设计，推动教育服务的创新，

调整组织结构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教育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关键标志，涵盖多元教育治理主

体运用数字技术和创新治理制度，以确保数字化带来的多维度变革能够顺利实施。 
正如 Hiltz (2005)和 Collins (2010)所强调的那样，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过程。它既

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有可能重塑整个教育系统[17]。数字化转型使得评估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科

知识，而是更加注重学生在实际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创新思维等方面的表现。学校数字化成熟度评估

则成为检视教育机构数字化转型过程和效果的重要依据[18]。通过对学校信息化、机构整合、服务流程重

构等关键路径的评估，可以全面了解学校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表现，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导。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在数字时代也迎来新的机遇，数字技术的赋能推动了其内生发展需求，为其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有力支持。教育数字化转型测评成为引领学校数字化转型实践活动的必要手段[19]。在科技盛宴中，生

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合和共生”的基本逻辑，从人机交互、智能升级和共生发展等维度出发，为教育数

字化转型带来新机遇[20]。教育数字化被视为教育的赋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和重构过程。与其他

领域数字化不同，教育的核心在于人与人的联系，因此数字化的目标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而非替代人。

当前阶段的任务包括创新教育场景、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强化国家数字教育平台，以数字化思维有效引

领教育数字化转型[21]。 
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全新范式。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数字技术的融入对于丰富资源、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场景生态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现实中面临教

育效率受限、教师数字素养待提升、数字失衡等挑战。因此，需要构建数字教学平台，强化数据赋能；

提高教师数字素养，增强主体能力；增加资源投入，夯实技术底座；强化数字空间监管，完善法规制度；

全面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22]。 
在线教育并非要求传统面对面的大学放弃其传统教学承诺，而是可以将其视为战略机遇。在市场需

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大学可以通过提供在线或混合学习学位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为在竞争激烈的市

场中脱颖而出，大学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23]。推动教育数字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同时也对实

现教育公平提出新挑战。教育公平需要基于原始给付请求权确保底线性教育资源，以及派生给付请求权

与平等权相结合，实现公平分配现有教育资源[24]。 
总体而言，教育评估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学校的内部管理和教学质量提升，更涉及到培养学生适

应数字化时代的综合能力。数字技术的融入不仅为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范式，也在推动学校开展数字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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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3. 数字化转型对于教育评估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数字化教育评估方式在塑造教育评估的积极导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任何方法都存在两面

性。尽管数字化教育评估为提高评估效能带来了显著优势，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包括但不

限于伦理规范、数据管理、技术泛滥应用以及软硬件方面的短板。因此，面对这些问题，如何以策略性

的方式化解风险，并使之成为促进教育评估质量的契机，成为当前亟需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规范缺失导致的道德风险挑战 
在教育领域，教育数字化转型迎来了一场深刻而迅速的变革。这一转变催生了更智能、便捷的学习

方式，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伦理与道德问题。这种数字化教育的转变不仅需要我们关注技术创新，

更需要致力于建立和遵守明确的伦理原则。 
数字化教育转型的框架下，面临着学生隐私保护、数据管理和技术使用等伦理挑战。首要问题是数

字化教育评估所涉及的大量学生和教师个人数据的敏感性。学习数据的广泛应用，包括学科成绩、学习

行为、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对于学生而言涉及到更为隐私敏感的方面。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之间的平

衡成为数字化教育评估领域内的一个必须认真权衡的难题。教育创新需要数据共享来推动技术的发展和

改进学习体验，然而，这必须在不侵犯个体隐私的前提下进行。伦理规范的难题在数字化教育评估中是

一个显著而复杂的议题，涉及广泛的社会和教育层面。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为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学习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数据隐私、伦理规范和数据安全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数字化教育评估的一个明

显弊端是治理规则和法制框架的缺失，导致监管的缺位，存在机械化评估的风险。 
当前，教育评估数字化最普遍的应用之一是对学生的各种行为进行量化记录，并通过打分排名的方

式进行评价。这种看似高效客观的方法事实上违背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的本质。数

字机械化评估的另一风险在于对被评估对象隐私的侵犯。其精确的应用成为对被评估对象无死角的“窥

视”，违背了“科技向善”的理念和价值。伦理规范的建立不仅仅是一种应对措施，更是在数字时代培

养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的道德素养的关键。 
(二) 管理缺失导致的数据质量挑战 
数字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引入了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处理，然而，这一变革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包

括数据的质量、一致性和安全性等问题。在数字化转型的潮流下，有效管理这些庞大而复杂的数据体系

成为当务之急。首要问题在于确保数据的质量，因为不准确或不一致的数据可能导致错误的评估结果。 
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也使得数据的安全性问题凸显。大量敏感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和传输使得防范

数据泄露和网络威胁变得尤为紧迫。黑客攻击、勒索软件和其他网络威胁对教育数据的安全性构成了严

重威胁。数字化教育评估面临的挑战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在大规模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同时，需要建立

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当前，全国尚未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教育评估数

据采集标准，这导致了数据之间的兼容性较差。在数字化教育评估中，数据管理不仅面临安全风险，还

涉及到数据共享的难题。美国教育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相关法规的颁布，以确保提高教育数据透明

度的同时，加强对教育数据的隐私保护。在数字化视域下，如何实现数据共享与分配，推动效益最大化，

最大程度挖掘数据价值，成为高校、教育评估部门和国家急需解决的宏观问题。然而，目前全国尚未建

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教育评估数据采集标准，各层级和地区的评估数据缺乏国家标准，数据之间的兼容

性较差。教育评估部门对学校评估数据的采集不够完善，数据样本标准的确立也存在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政府、评估机构、学校及师生在评估数据的管理和利用中存在职能不清晰、缺乏明确沟通协调机制的问

题。为了实现数据的安全储存与开放共享，各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共同防范数据管理风险，找到在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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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估数据储存的安全防线和协调数据共享之间的合理黄金分割线。 
(三) 技术泛用导致的评估“异化”挑战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科学技术在教育评估中的广泛应用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技术应用在

教育评估中的目标是促进学习、提高效能，然而，如何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同时平衡不同学习者的需求，

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技术在教育评估中的应用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为灵活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通过智能化的评估

工具和学习平台，教育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风格、进度和需求，从而个性化地调整教学内

容和方法。这种个性化的评估和反馈机制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能。然而，过度依赖

技术应用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首先，不同学习者的技术获取和运用水平存在差异，过于数字化的

评估可能使得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学生面临评估机会的不平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较为贫困地区，学

生可能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技术设备或稳定的网络连接，从而在数字化评估中受到限制。这种数字鸿沟可

能导致部分学生失去了平等参与和受益的机会。其次，过度依赖技术应用可能降低教育评估的人文关怀

和个性化处理。技术虽然能够提供大量的数据和分析，但在评估中是否真正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情

感需求以及社交技能等方面，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评估过于数字化，可能忽略了学生在学

科知识之外的重要素养，从而无法全面地了解和评价学生的发展。此外，过度数字化的评估可能使得教

育者和学生对于测试和成绩产生过分焦虑，进而影响教学和学习的质量。过分关注数字化评估的分数和

排名，可能导致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团队协作等重要能力的忽视。学生可能更注重追求高分而非

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这与教育的综合目标相悖。 
(四) 教育评估模型的调整 
传统的教育评估方法在数字化环境下显得逐渐滞后，无法直接适应当今复杂而多样化的学习环境。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推动着教育评估的重新审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评估的目的、方法和效果。首先，传

统的教育评估模型主要基于纸质试卷和面对面的考试形式。这种模式在数字化环境中显得力不从心。随

着在线学习的普及，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电子设备获取学习资源，而传统的定期考试模式则显得过于

僵化。在线学习的灵活性和个性化的特点使得传统评估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学业

进展。其次，个性化学习的兴起也对传统教育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传统模型中，教育评估更注重对

整体学生群体的评价，而忽视了个体差异。个性化学习强调根据学生的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定制教育

路径，这使得一刀切的传统评估显得不够灵活。如何在个性化学习环境下建立全面而公正的评估标准成

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技术辅助学习的发展也对传统评估模型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教育技术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元的学习途径，例如虚拟实验、多媒体教材和在线互动平台。传统评估难以充分度量

这些新兴技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影响，也无法客观地评估学生在使用技术辅助学习工具时的能力和表现。 

4. 教育评估数字化转型挑战的应对之策 

教育评估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教育评估改革的当务之急。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将对教育评估的质量和

效能带来深远的影响。为了有效应对教育评估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必须将其视为一个系统

性的战略工程，综合考虑制度、组织、技术、理念等多个层面的一体化内容。因此，我们需要实施一系

列战略，从体制机制、数字化平台建设、数字技术研发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观，全面提升教育评估的数

字化水平。 
首先，在体制机制方面，必须进行重塑战略，以完善教育评估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这包括深入

研究和优化教育评估的政策框架，确保其能够充分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制定明确的法规和政策，为

数字化转型提供合适的法律支持，建立强有力的管理机制，以确保数字化教育评估的有序进行。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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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战略也至关重要。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运行和管理数据系统，建立共享的、整合型的

数字资料平台。这样的平台应当能够整合各类教育评估数据，实现数据的高效共享和管理。通过数字化

平台，不仅可以提高教育评估的效率，还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信息支持。第三，数字技

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战略是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一环。必须致力于研发先进的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以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精细度。同时，制定统一的数字化评估标准，确保数字技术的应

用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得到一致而高效的执行。最后，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观战略也不可忽视。我们需要强

化公众对数字化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培养数字化共享的理念。通过教育和宣传，使广大群众更好地

理解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以及数字化教育评估所带来的潜在益处。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积极向上的数

字文化氛围，推动数字化转型向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评估数字化转型的成功需要全面而系统的战略实施。通过体制机制的优化、数字平

台的建设、数字技术的研发和标准的制定以及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观强化，我们可以迈向一个更为先进和

有效的数字化教育评估体系。这不仅将提高教育评估的质量，还将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 隐私保护与伦理规范的平衡之道 
教育数字化转型变革背后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与道德问题，必须不仅关注技术创新，更致力于建立和

遵守明确的伦理原则。首先，面对学生隐私保护、数据管理和技术使用等伦理挑战，首要问题是数字化

教育评估所涉及的大量学生和教师个人数据的敏感性。学习数据的广泛应用包括学科成绩、学习行为、

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对学生而言涉及到更为隐私敏感的方面。因此，平衡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成为数

字化教育评估领域内亟需认真权衡的难题。伴随而来的学习数据广泛应用使得数据隐私、伦理规范和数

据安全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数字化教育评估中的治理规则和法制框架的缺失，导致监管的缺位，存在机

械化评估的风险，加剧了伦理难题。当前，数字化教育评估普遍应用于对学生行为的量化记录和通过打

分排名进行评价。这看似高效客观的方法事实上违背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的本质。

数字机械化评估的风险在于对被评估对象隐私的侵犯，使得评估成为一种对被评估对象无死角的“窥视”。

因此，数字化教育评估的伦理规范建立不仅是一种应对措施，更是在数字时代培养学生、教育工作者和

决策者的道德素养的关键。在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教育评估时，必须优先考虑数据隐私，确保采用符合伦

理道德的数据收集方法，并遵守相关数据保护法规，以保护学生的敏感信息。数字化评估的标准和方法

也应审慎考虑，以防止因单一指标评估而忽略学生的多元个性发展。 
(二) 数据安全与标准规范的评估策略 
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迎来了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涉及数据的质量、一致性和安全性等多个

方面。为确保评估的可靠性，必须建立强大的数据管理体系，监控和维护数据的质量标准，确保从源头

上解决数据质量问题。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引入了对数据安全性的更为迫切的需求。大量敏感信息的

数字化存储和传输使得数据泄露和网络威胁变得严峻。黑客攻击、勒索软件等网络威胁对教育数据的安

全性构成了重大威胁。为有效防范这些安全风险，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密技术、身份验证系统

和网络监控等，以确保数字化教育评估数据的隐私得到有效保护。然而，数字化教育评估面临的挑战不

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在大规模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同时，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目前，全国尚未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教育评估数据采集标准，导致了数据之间的兼容性较差。政府、

评估机构、学校及师生在评估数据的管理和利用中存在职能不清晰、缺乏明确沟通协调机制的问题。为

实现数据的安全储存与开放共享，各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共同防范数据管理风险，并找到在筑牢教育评

估数据储存的安全防线和协调数据共享之间的合理黄金分割线。 
(三) 个性化学习与平等关怀的平衡 
技术应用在教育评估中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学习和提高效能，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如何平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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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习者的需求，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技术在教育评估中的应用为学习者提供了更

为灵活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通过智能化的评估工具和学习平台，教育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每位学生的学

习风格、进度和需求，从而实现个性化的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这种个性化的评估和反馈机制有助于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能。然而，过度依赖技术应用也带来了一些潜在问题。因此，为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在数字化教育评估中保持平衡，不仅要注重技术创新和个性化学习，更要关注数字鸿沟的

存在，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平等地受益。此外，我们需要重视人文关怀和个性化处理，确保评估不仅关注

学科知识，还关注学生全面素养的培养。在教育者和学生之间建立信任，减轻数字化评估的焦虑感，使

得教育评估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综合发展。 
(四) 多主体合作与平等共享的技术之道 
在数字化教育评估的迅速推广中，一些学校或地区面临严峻的基础设施挑战和技术硬件短板问题，

这不仅构成数字化教育评估全面普及的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 
首先，有效实施数字化教育评估依赖于先进而稳定的技术硬件支持。然而，许多学校或地区存在基

础设施不足和技术设备陈旧的状况，包括网络带宽狭窄、设备老化、操作系统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这种

技术硬件短板导致一些学生在数字化教育评估中无法顺利参与，增加了教育不平等的风险。例如，一些

地区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设备，或者设备性能较差，这使得学生无法充分体验数字化学习和评估的优势。

其次，应注重提升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以更好地应对技术硬件短板。教育者需要具备足够的技术技

能，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工具进行教学和评估。为了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可以开展相关的培训和培养计

划，使其能够熟练使用数字教育工具，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数字化教育评估。同时，学生也需要具备一

定的数字素养，能够灵活运用各类数字工具进行学习和评估。通过将数字素养纳入学科教育中，培养学

生的信息获取、数据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技术硬件短板的挑战。此外，借助云计算

和虚拟化技术可以通过云端平台提供数字化教育评估服务，减轻学校和地区的硬件负担。云计算提供弹

性的计算和存储资源，使学校无需大量投资于硬件设备，而是通过云端服务获取所需的计算能力。这种

方式不仅降低了硬件设备的维护成本，还能够更好地应对学生数量的波动和硬件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

应促进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互助机制。一些资源丰富的学校或地区可以与资源相对匮乏的学校或地

区建立合作关系，共享数字化教育评估的硬件设备和资源。通过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学校之间可以

互相借鉴经验、共享设备，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这种方式有助于弥合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数字鸿沟，

推动数字化教育评估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均衡的普及。 
(五) 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学习的新思维 
在数字化环境下，传统的教育评估方法逐渐显得滞后，无法直接适应当今复杂而多样化的学习环境。

这催生了对教育评估的重新审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评估的目的、方法和效果。首先，评估的目的应更

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简单的知识考核。数字化环境下，学生的学习不再仅限于传统的课堂知识，

还包括创造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等方面。评估模型需要更多关注这些综合素质的培养

和考察。其次，评估方法需要更灵活地适应不同的学习形式，包括在线学习、项目作业、实践实习等多

种形式的综合评价。这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减少对单一形式的依赖。再者，评估标准

需要更加个性化和差异化，注重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学习领域中发光发热。最后，

评估过程需要更多关注学生的参与和反馈。数字化环境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参与学习的机会，评估也应更

多地融入学生的实际学习体验。 
数字化转型需要重新审视教育评估模型，使其更适应当今复杂多变的学习环境。这一调整不仅是为

了更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学业水平，更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学习。这一过程中需要

不断探索创新的评估方法，制定更加灵活和贴近实际的评估标准和流程。数字化转型下的教育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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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是一项全面而深刻的任务，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 结论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工作至关重要。教育评价在这一时刻扮演着教育

体系的体检仪和未来发展的指挥棒的双重角色。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我们需探索嵌入式、伴随式、

即时性的智能化评估，以更好地适应当今复杂多变的学习环境。 
数字化手段在跟踪、收集、分析、反馈各项指标数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具备监测、带动功能，

帮助高校从横向和纵向维度进行诊断改进，提升内涵发展能力。在纯客观的量化指标上，高校对政府行

政部门和有较强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社会第三方评价结果予以认可，并采取加大数据核查力度的措施，以

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公开、公正。同时，学校也被要求以案例形式充分展示自身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办学特色。数字化技术为教育评价提供了更为精准和全面的数据支持，为教育行

政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确保不同高校能够获得差异化的资源保障，促进教育政策的个性化制定和

实施。 
未来应更深入地探索数字化技术在高校分类评价中的应用，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使分

类评价数据实现采集、存储、分析的实时化、自动化、可视化。通过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深度的数据挖掘

和模式识别，揭示高校特征和评价指标的内在关系，为评价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还应逐步尝试

破除高等教育系统内数据共享的障碍，增强指标内涵的一致性、评价机制的协同性、评价结果的多用性，

逐步丰富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的内涵，以公正客观的分类评价结果引导高校资源

的合理配置，最终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在政府政策的全力支持下，数字化技术的不断精进，以及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教育评估实践的不断探

索背景下，教育评估相关方更应该充分抓住机遇、因势而新，切实找准教育评估的痛点和堵点。通过逐

步改革与重塑教育评估体系，优化平台建构、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强化科研技术攻关、健全与完善法律

道德规范，最终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强，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总的来说，在政府政策的

支持下，数字化技术的精进以及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教育评估实践的探索背景下，教育评估相关方更应该

紧紧抓住机遇、因势而新，切实找准教育评估的痛点和堵点。通过逐步改革与重塑教育评估体系，优化

平台建构、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强化科研技术攻关、健全与完善法律道德规范，最终实现以评促改、以

评促强，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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