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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与教育领域中不同方向的融合也在不断地深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教

育评价的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推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给教育评价的改革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变革途径。人工智能技术赋予教育评价的变革包括了评价内容、

评价方式、评价主体、评价手段等多方面的变革。包括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内的数据挖掘技术、学习

分析技术等为教育评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教育评价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准确和客观。本文主要论

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以及多元智力理论视角下的智能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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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s integration with various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also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re-
quirements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provides more diversified transformation paths for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he change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educational eval-
uation include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evaluation content, evaluation methods, evaluation subjects, 
and evaluation means. Data min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mod-
els and learning analysis technologies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mak-
ing it more rich, accurate, and objectiv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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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这些新兴技术与教育领域不断地进行融

合，推动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深度学习等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展现了它们巨

大的潜能。教育评价作为教育活动中的重要的一部分，改革已是势在必行。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教育评价改革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针

对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健全学校评价；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全过程、全要素的评价”[1]。教育评价对教育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事关教育的发展方向[2]。当前，传统教育评价的方法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当

下教育评价改革的需求。素质教育已然普及，对于学习者的总结性评价无法对学习者各方面综合素质进

行更加全面地评估。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信息世界已经成为教育与学习

的重要场所。教育的重点必然聚焦到以创新能力、批判意识等高阶思维培养为核心的育人过程上来[3]。
为促进学评融合的发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评价的改革势在必行。为满足新时代教育中对综合

评价的需求，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评价提供了更多元、更高效、更可靠的方法。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活

动中提供的数据和技术让大规模因材施教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2. 多元智力理论视角下的智能教育评价 

2.1. 概念界定 

2.1.1. 人工智能 
从概念上说，人工智能是一种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聪明灵活和精准感知，或者比人做得更好的技术。

因此，凡是有助于机器的人工智能水平提高的技术都可归纳为人工智能技术[4]。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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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给教育评价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在改变着人们生活和学习方式的同时，提高了当前对具有创

新素养、高数字素养和信息素养人才的需求。在当下的智能时代，教育的边界变得更加宽广了，传统的

只是单纯学习知识技能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更加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 

2.1.2. 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的本质是价值判断，是对教育活动是否实现教育目标．达到应有的质的要求的评判[5]。教

育评价在教育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着教师的行为与学生的行为。它还决定着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使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育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观又直接影响

着教育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和评价者的评价能力。所以说，教育评价的改革是一场教育治理的改革。 

2.1.3. 多元智力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是加德纳对智力的定义，他认为：“智力是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

体用于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6]。这些智力包括语言智力、

逻辑数学智力、音乐智力、空间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关系智力、内省智力和自然智力。加德纳认

为，智力的基本性质是多元的，基本结构也是多元的，各种能力不是以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相对独

立等形式存在[7]。这种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以某种能力去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而是

通过自己的方法来利用身边的资源或自己的身体机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理论就要求我们的教育需

要培养多方向发展的创造型人才，促进受教育者的个性化发展。 

2.2. 多元智力理论与智能评价的融合 

多元智能理论的宗旨是使每个学生在身心方面都得到健全的发展，即开发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

实现人的价值[8]。多元智力理论的评价观包括了价值观、动态观、多元观、差异观。加德纳认为要在真

实的环境中对学生的各项能力进行评价，不能脱离学习者的周围环境对学习者的能力进行单一独断的评

价。每个人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种能力，每个人的呈现方式也是不同的[9]。对学生进

行评价的目的并不是将学习者的能力排个高低优劣，而是为了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要准确地对一个学

生进行评价就要在其整个动态的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的全方位进行评价。加德纳认为各种智力之间是相互独

立的，不能过度地突出对某一方面智力的过度评价而忽视对其他智力评价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者解决问

题是靠各种智力之间的相互配合而不是使用单一一种智力来解决问题的。因此，他认为教育评价应该是更

多元的评价。学习者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因为某个学生某方面不及别

人优秀而认为这个学生是所谓的“差生”。所以，要用适合每个学生的不同评价方式去评价他们。 
多元智力理论倡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真实的情境中进行教育的评价。那么，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

时代的到来，社会的发展需要创新型的人才，多元评价的教育观念也随之而来。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属

于自己的发展方向、胸有成竹地走向社会、实现人的多元化发展是多元评价的基本价值理念[10]。而为了

实现多元且综合的教育评价，传统评价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它的需求。传统的评价是相对静态的评价，这

种评价方式是偏离学生的发展过程的，评价的内容也比较单一片面，评价的主体还是以教师为主，这与

当下的教育目的是背道而驰的[11]。而智能技术的升级为动态、全面的多元评价提供了可能性。多元智能

理论与智能教育评价的融合构成了数据、价值、实践三者之间的闭环关系。多元智力理论为教育评价提

供了更加全面的发展价值导向，改变了传统单一的评价范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多模态的数据采集与智

能算法建模等技术实现了对学生语言、逻辑、空间等多元智力的评估。与此同时，教育评价的实践所产

生的反馈数据又持续不断地对评价模型进行优化。形成了理论指导评价目标、技术赋能评价实施、实践

验证理论假设的协同进化关系，不断推动教育评价向个性化、过程化和综合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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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 

3.1. 结果评价 

利用大数据，在机器学习技术的支持下对教学的结果进行评价，将其与人工智能技术中的情感分析

模型、语言分析模型等结合起来[12]。根据丰富的数据收集来源，拓展评价的内容和维度，让评价结果更

加多元、准确，促进评价的智能转化。这些应用包括机器学习技术支持下的在线同伴互评、利用自然语

言分析模型开发的自动化的评价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的算法开发评教模型基于评教文本对教育质量进行

评价、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根据评价对象的发展现状进行智能命题等。例如，在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系统环境下，要求学习者开启同伴之间的互评，用主观文本的内容与这些互评内容相结合给出准确客观

的结果评价。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自动评分系统也在教育评价中应用广泛，其中最典型的就包括作文

文本的自动评分系统。例如，中国 2011 年上线的批改网是一款基于语料库和云计算技术的机改作文系统，

此系统以大学英语四级作文考试要求为模板，可以在 1.2 秒内自动批改学生的英语作文，并给出分数、总

评、按句纠错的批改反馈[13]。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这些教育评价的客观性与公平性。 

3.2. 过程评价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数据记录下的学生学习过程对每个学生形成个性化的学生画像并刻画其整个

学习过程的成长路线并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实时的反馈。智能化测评更加关注测评的形成性功能，能够基

于长期的学习过程性数据，对学生的特定学科知识与学科能力进行诊断与分析[14]。教师能够通过这些过

程性数据及时地对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一个了解，发现教学过程中的教学问题以及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学习问题。通过学习分析技术，教师能够真正地做到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更加符

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学习资源和改善教学实施的环节。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实时生成的画像反馈来判断自

己的能力倾向和更加适合自己的学习路线，找出自己的薄弱之处，对自己的发展能够有清晰的认知。这

些应用包括计算机支持的自适应学习、基于学习分析技术的学习预测、通过情感分析系统捕捉学习者学

习过程中的情感数据来判断不同学习者的在学习上的不同喜好等。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从多角

度分析学习者的认知加工过程、高阶能力水平、情感状态[15]。通过这种多角度的分析，教师可以深入地

了解每个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的程度和对其制定更加符合每个学生自身发展的教学过程，提高教学的效率

和针对性。 

3.3. 增值评价 

增值评价是一种对传统的终结性评价的反思，它的内涵是通过追踪研究设计，收集学生在一段时间

内不同时间点上的标准化测验结果，基于学生自体的纵向比较[16]。增值评价不以学生单方面的学业成绩

水平的高低来判断一个学生是否优秀和是否有进步，它更加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综合

素质的增长水平。因此，增值评价对评价的指标以及模型有着更高的要求，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实时地检测从而采集学习过程中的所有样本数据，再利用精确的算法模型对

其学习过程进行精密的分析最后得出符合每位学习者的个性化的评价画像，提供精准的学业增值水平的

评价。增值评价让学习者更加直观地面对某个时间段或持续的学习过程中自己各项能力的增长和退步的

过程，能让学习者快速地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和让教师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状态。 

3.4. 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的本质在于综合，关注整体成效和全局特性，能够综合多方意见、采取多种方法和视角对

评价对象进行整体性评价，在评价实践中呈现系统性、多样性、复杂性、全面性等特点[17]。综合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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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中的重要一部分，发展和改革的重点关注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在综合评价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利

用机器学习和专家系统等算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基于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和深度学习的算法，对学习者

的分析数据做一个可视化的数据呈现等。这些应用让评价过程变得更加生动有色彩，学习者和教育者能

对教育与学习过程有一个更加直观准确的了解，为学习者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综合评价让

学习者能及时了解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和学习发展过程中更有优势的一部分，让学习者能够及

时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和发扬自己更有优势的部分。 

4. 人工智能在教育评价中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1. 主要挑战 

中国教育评价长期存在方式简单初级、手段传统落后、内容片面僵化、标准单一匮乏和主体狭窄局

限等诸多问题[2]。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评价的评价效率、评价准确性和评价速度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程度

上的改变，但是，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首先，关于教育评价的主体明确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下的教育评价的主体不是智能技术，而是

人，是教育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教育者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将会导致评价过程中带有情感色彩和

自我需求的那一部分渐渐消失，评价主体慢慢由人偏移成技术。另外，评价主体的自身能力不足也将会

导致人工智能辅助教育评价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教育评价的质量可能会有下降的风险。智能技术的强

势介入在肯定评价人员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冲击评价主体的生物素养[18]。因此，评价主体的智能

素养等培养也迫在眉睫。其次，关于技术发展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还在发展阶

段，智能教育评价还有待探索和开发。目前的智能评价只能完成特定情境下的测评任务，对设备以及平

台有一定的要求，还不能运用到更加复杂的教育环境中去。所以，在当前的智慧评价技术中，评价的成

本相对来说较高。最后，由于收集数据的质量偏差，数据本身就存在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如

果过分地依赖数据指标为教育评价提供的便利很可能会降低评价的效度以及影响教育的导向。机器所做

的决策并不能保证教育评价的公平性，受传统的评价思维影响，评价者使用机器或技术去实现智能评价

的过程中也许也会带有传统评价的色彩。如果不能改变传统的评价思维，那么智能评价不过是披着智能

的外衣的传统评价罢了。 

4.2. 应对策略 

要解决当下教育评价改革的问题，针对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目前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提出以

下相应的解决途径与应对策略。 
首先，针对由于过于依赖智能技术导致评价主体偏移的问题。各学校可以提供培训计划，有针对性

地提升教育团队整体的数字素养，加强各评价主体对当下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加

强评价主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包括对人工智能评价结果的分析、复核以及补足；提升对使用人工

智能技术进行教育评价这项工作的兴趣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育评价的能力。其次，针对技术发展

不足以应付更加复杂的评价环境的问题。应当对技术进行优化，提升智能评价的适应性与精确度。当前

智能评价模型的泛化性不足，还需依赖特定的场景与设备。一方面，可以开发更加轻量化的评价工具，

如低依赖的算法等，减少对高性能算法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现有智能评价模型的泛化能力，

让单一学科的模型适应更多学科、多学段的评价需求，建立开放的数据集等。最后，关于评价数据的质

量和隐私安全的问题，要建立合法合规的数据管理体系。例如对敏感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明确数据采

集的边界，只收集必要的学习行为数据等。除此之外，学校或上层部门也可设立数据管理员等相关人员

来监督和筛选合法合规的数据，在确保数据质量的同时保护学生数据，确保数据在合规的范围内被使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43


吴静，林木辉 
 

 

DOI: 10.12677/ae.2025.1571243 491 教育进展 
 

为了保证评价的公平性，要定期的对智能评价模型进行检测，公开评价模型的算法逻辑。评价主体在使

用智能评价模型开展评价的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评价思维，结合多方面的多元评价数据对学生进行综合

的全方位评价。 

5. 未来展望 

当前，智能评价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充分地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来深化教育评价的改革是当下教育评价改革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经之路。首先，对于教育评

价的主体一定要以人为主体，在提高技术发展的同时，作为评价主体的人也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充分利

用好人工智能这项技术，才能发挥智能评价的最大优势。其次，在信息化的今天，要保护好所收集数据

的隐私安全，在保护隐私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数据分析技术，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最后，要树立

符合当下智能时代的教育评价观念，改变原先传统的教育评价观念，让智能技术在教育评价的领域里绽

放应有的色彩。在利用智能技术的同时要用多元的视角去看待评价过程，技术的发展也应配合评价视角

的多元性，建立更多样的评价模型，丰富更多元化的评价技术。在将人工智能技术引进评价的过程当中

时要注意其伦理道德问题，统筹协调各方的意见，努力构建新时代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有在这些前提下，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为教育活动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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