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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带给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公共英语的教学评一体化改革应顺

应时代潮流积极拥抱信息技术。该研究探讨智慧教育模式中数字赋能的教学评价，包括数字评价的构念

(知识能力组成元素)、数字评价实施的内外环境(信息化一代的师生与数字测评的平台)，数字形成性评

价和数字终结性评价等研究问题。论文以东华大学公共英语课程数字转型即智慧教改为研究案例，提出

新时代的语言测评应融合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构建以数据驱动、数字赋能，以核心素养培

养为方向的智慧教学评价新模式。除了剖析英语读写评价的痛点重点和智慧评价的路径与理据，该研究

也对立德树人素养价值引领的评价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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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ent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reform fo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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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hould embra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nds of the tim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smart education models, includ-
ing the constructs of digital evaluation (elements of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e internal and exter-
nal environments for implementing digital evalu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platforms for digital assessment), as well as research issues such as digital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evaluations. The paper uses the digital transition of the integrated English reading into 
writing at Donghua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proposing that language assessment in the new era 
should integrate physical, social, and digital spaces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evaluation. This model is data-driven, digitally empowered, and focuses on cultivating core compe-
tencies.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digital-empowere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assessment, as well 
as the pathways and rationale for intelligent evaluation, this research also offers some recommen-
dations for evaluation on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Empowered, Teaching Assessment, English Reading into Writ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数”是数字化，是数字赋能教育全过程，是互联网

大数据驱动教学，是区块链融入教育评价[1]；“智”是智慧教育、智慧课堂与智慧校园，是人工智能、

AI 教师和虚拟仿真课程，是新基建背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高等教育。数智时代教育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

改变，依然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

教育方针。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整体部署，一体

推进[2]。新时代背景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新环境新业态和诸多挑战，对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评估方式、

教师队伍等等均产生巨大影响[3]。 
《地平线报告》(Horizon Report)是全球教育科技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可为教师带来前沿的教育趋势

分析。该报告指出未来高等教育五大趋势，其中就有技术方面的趋势，未来教育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教学

创新[4]。报告介绍了将对高等教育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六项关键技术，其中和语言评价密切相关的有应

用于个性化学习的预测性人工智能(AI-Enabled Applications for Predictive, Personal Learning)和生成式人工

智能(Generative A)。其应用分别对应语言测评中的分级测试(placement test)、诊断性考试(diagnosis test)、
学业型考试(achievement test)、过程性评价(formative evaluation)和终结性评价(summative evaluation)等测

评类型。 
“智慧教育”从目的而言是指通过构建技术融合的学习环境，让教师能够施展高效的教学方法，让

学习者能够获得适宜的个性化学习服务和美好的发展体验，使其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从

而培养具有良好的价值取向、较强的行动能力、较好的思维品质、较深的创造潜能的人才。“智慧教育

系统”包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现代化的教师制度、信息化一代的学生、智慧学习环境及智慧教学模式

五大要素。其中，智慧的教学模式是整个智慧教育系统的核心组成[5]。语言教学的智慧测评是语言智慧

教育模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智慧测评的概念如何界定，智慧测评的内外环境要求，智慧评价的具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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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及实施过程都是值得研究的学术命题。 
2020 年，中国发布《21 世纪核心素养 5C 模型研究报告(中文版)》。原有“4C”基础上提出的“5C”

核心素养包含跨文化交际力(Culture Competency)、创新力(Creativity)、思辨力(Critical thinking)、合作力

(Collaboration)、沟通力(Communication)。素养模型拥有五个一级维度和 16 个二级维度[6]。数智时代培

养人才的核心素养在 5C 核心素养的基础上，更倾向培养学习者的数字素养、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在人工智

能协助下的学习能力[7]。《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立足“智慧教育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客观实际，

探索建立了由 4 个一级维度、12 个二级维度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8]。数智时代下，这些素质培养目标对

创新教学团队的智慧教学实践指明了方向，对智慧测评的构念(测什么)和路径(怎么测)提出了导向性要

求。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前人的研究，本文着力探讨智慧语言教育模式中的数字赋能语言教学评价，主

要包含下面三组研究问题： 
1) 智慧语言教学评价测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能力，还是价值、素养，有哪些构念？ 
2) 智慧语言评价怎么实施？内外环境的要求是什么？具体测试的样态有哪些？ 
3) 如何平衡智慧语言教学测评中的数字形成性评价和数字终结性评价？ 
接下来论文将结合公共英语读写课程的智慧教学与评价实践，分别给出具体的分析和回答。 

2. 智慧语言教学评价：概念、路径及理据 

智慧语言教学评价是语言智慧教育模式中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智能技术开展的评价既可以通

过实时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和反拨驱动再设计；又可以通过阶段性过程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对教学目标达成与否和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基于复合型构念的语言智能测评往往在智慧测试平台

或自适应学习平台上进行，因而对该研究命题的探讨也使得智慧学习和测试平台的研发和建设变得十分

迫切。 

2.1. 智慧语言教学评价的构念 

《教育与心理测量标准》(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以下简称《标准》) [9]
对 construct“构念”的定义是“测试所测量的概念(concept)或特性(characteristic)”(p. 11)。这一抽象概念

考虑为何而测和测量的是什么[10]。智慧语言教学评价则是把语言测试的构念置于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

应用环境，其构念主体内容仍旧以语言测试构念的特质/能力观视角和任务/情景观视角为主，特别对于英

语读写模块的教学内容而言，交互观的测试构念并不是英语读写侧重的方面[11]。举例来说，英语读写授

课往往依托(数字或新形态)教材中的文本阅读模态分析来引导学习者掌握阅读的相关知识和能力，通过

设计的产出学习任务比如写作练习来检测学习者的书面语表达能力。“5C”核心素养均为软能力，它们

需要复合进读写语言能力和读写情景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加以评价。比如跨文化交际力的运用效果可以编

入来自阅读文本中设计的思考分析题目里，通过学习者的分析回答进行测试(示例于本论文第 3 部分微格

教学评价活动)；又比如思辨力可以通过显性的英语表达语句 which means that 的量化数据，基本划分等

号学习者是否运用了批判性思辨能力。 
复合型构念的语言测评是指测试的内容是综合了多维多项的内容，并不是单一测试语言知识或语

言能力，而是将若干语言教学的具体能力(比如阅读能力中的上下文猜词义、构词法知识、语篇主题理

解和相关学科背景知识调用辅助理解等阅读微技能)和“5C”核心素养中的跨文化交际力、思辨力进行

复合。“十八大”以来在教育界推行的混合式教学与评价新导向还要求语言教学与测评能自然融入体

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价值引领内容。因此，复合型语言测试构念呈现复杂、动态、多元的特点。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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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教育模式下，智慧测试的构念(测什么)依然是复合型语言测试的构念，并没有因为“智能化”技术手

段的加入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在原有复合型构念的测试内容融合基础上，数智时代的智慧测评还新增

融入向人工智能比如 GPT 或 Deep Seek 提出学习问题的能力以及人机协作完成学习任务和拓展实践个

性化学习的数字素养等内容。总之，智能化的数字测评的构念主体仍然是语言综合知识和能力，以及

复合融入的核心素养和数字素养能力。智慧教育测评以教学过程全程数据实时提供和科学统计分析反

拨重构教育过程的方式，赋能、转型语言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评价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语言教育和

语言测评发展转变。 

2.2. 智慧语言测试的实施环境和样态 

近三年的高校学习者是 00 后伴随智能手机出生和使用的一代人。2023 年的教学观察中，他们在教

室里使用平板、智能手机查阅电子教材、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语言自学和拓展学习的现象开始

出现并逐渐变得多了起来。2025 年年初 Deep Seek 的横空出世使得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和智慧课程、智慧

校园的建设话题讨论变得更加广泛而热烈。种种变化说明智慧教育系统中信息化一代的学生和教师已经

到位，实施智慧语言测试的内部环境也已基本成形。同时，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学术研究热点之

一也处在高度关注中。 
智慧语言测试的外部环境是指智慧校园、智慧教室、智慧测试云平台等“硬件”条件。华东地区是

实践智慧教育的头阵，上海肩负着“排头兵”的重任。东华大学在 2023 年下半年拓展了原有的智慧教室

范围，将之扩大到两个校区的主要教学楼教室全覆盖。目前这些智慧教室的数字赋能教学功能主要是智

慧云录播系统，可以同步教师在教室的传统面授，进行网络直播和点播回看。笔者还了解到浙江某高校

的智慧教室功能更加全面，可以以全息技术异地同时开展合作创新教学，真正促进中西部教学联动，教

育机会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等学习共同体的教育战略部署和落地实施。语言测试方面，外语智慧测

试平台主要是国内两大外语出版巨头——外研社和外教社——在研发、带动、服务全国的外语智慧教学。

以外研在线 unipus 旗下的 i-test 智慧测试云平台为例，目前功能已经涵盖机器组卷、AI 评卷包括评阅主

观题型翻译和作文，提供测试数据反馈和统计分析等等方面。平台以其数字智能技术极大节省了教师人

工出卷和阅卷的时间，优化了混合式教学过程和测评。 
智慧语言测试的具体样态呈现进一步多样的发展态势，不仅仅是语言单一或复合的构念只通过文字

表述的样态进行测评，还可以考虑声音、图画、动图、视频等多模态的形式进行学习任务和测试内容的

设计与评价。除了单一模态向多模态转变，智慧语言测评还能运用大数据技术支持 portfolio 电子档案袋

的形式搜集和分析动态学习数据实施增值评价[12]。智慧平台上搭建知识图谱、能力图谱，推荐学习者个

人学习路径。AIGC 智能体伴学引导学习者关注自身学习成长，引导其进行基于数据的自我成长和终身学

习。这样智慧测试的样态具有了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由指向外的他适应转向指向内的自适应。除了智

慧测试平台的机评，智慧教育实施过程中教师还可以融合使用教师人工评、组织学习者开展自评、引导

学习者进行互评，外加上智慧教室的大量过程性教学评估数据，智慧教育能描绘学习者学习画像，分析

学习者学习轨迹，提供动态调整学习的策略和建议，真正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以学习效果为中心”新三中心的变革落地。 

2.3. 语言智慧过程性评价 vs 语言智慧终结性评价 

“四新”建设的核心要求是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拔尖创新复合人才；数字化的教育特点是技术赋能差

异化教学促进个人成才。智能化个性化自适应终身学习则是不久的未来可预见的智能教育的新样态。就

目前语言教学而言，像公共英语类课基本仍沿用大规模班级授课(比如：2023 年秋季学期一门《英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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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课有 26 个平行班学生人数 1200 左右，教学团队有六名教师)；期末终结性评价时仍旧是工业化时期

的大规模标准化期末测试卷统一测试和标准化统一阅卷(出卷和阅卷的格式要求甚至呈现“模板化”、“固

化”的苗头)。不可否认标准化统一测评在某一历史阶段有其优越性，可站在新时代智慧教育的大门口，

语言测评若还一味延续传统，没能积极迎接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趋势带来的势不可挡，没能积极迎接数

字化智能化的技术趋势带来的势不可挡，“显然就不太适宜，没有做到与时俱进，顺势而为”。现阶段的

语言教学测评提出的是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然而，从测试学的角

度来说，真正的过程性评价的举措是不会再有期末考试终结性评价结合使用的。课程的全部测评数据均

为教学过程中采集，包括学习者的出勤、平时作业练习、课堂学习活动的参与完成度、学习者的自评和

互评，学习任务的机评和师评等等，按一定权重综合评定学习者学完一门课的整体学习效果和表现。 
该研究认为，语言的智慧测评不妨设计为语言的智慧过程性评价和增值评价。增值评价采用诸如

portfolio 电子档案袋等形式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将学习过程数据去中心化、全程采集，科学计算，分析得

出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出具可信安全的评价数据分析报告，按照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

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综合素质的增幅大小评定等级或分数。因为站在终身学习、自主学习的智慧

教育角度，语言测试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终结性评价的。任何一张符合测试构念拥有较好测试信度和

效度的试卷，也都只能是阶段性的学习效果测试(assessment for learning)，测评目的是促进学习，改善学

习，终身学习。AI 自适应学习的崛起使得人工智能驱动的自适应学习平台日益受到关注和应用。智慧测

试平台和智慧学习平台可以进一步研发拓展功能、协同共建，优化学习者的学习路径，提升学习效果和

改善学习体验[13]。促进学习的(智慧)评价应体现在(智慧)教学的全过程[14]。 

3. 智慧“教、学、评”一体设计：以大学英语读写《英语 3》跨文化思辨微格教学为例 

公共英语读写课程拥有配套的智慧测试云平台，比如《英语 3》读写综合课采用外研社的 i-test 智慧

测试云平台，依托该平台 AI 组卷并开展两次阶段(过程性评价)能力测试和期末试卷组卷(终结性评价)。
课程教学周期内的不同类型测试均围绕测试学习者的英语阅读和英语写作的知识点掌握，英语阅读和写

作的能力运用。课程测试内容呈现复合型测试构念，主要以知识和能力复合为主。“5C”核心素养软能

力以及数字学习的素养在课程组规定动作的“统一测试”计划实施中不是很明显。素养目标和高阶能力

主要依靠课程团队教师个人在授课环节当中进行具体设计和教学实施。智慧“教、学、评”一体教学设

计选取作者 2023 年秋所授《英语 3》班级的微格学习任务设计和教学实施，示例了教学单元“童年记忆”

里的课文原句改编设计为学生个人思考题。班级每位学习者在校本 SPOC 平台(泛雅超星学习通)上传自

己的理解思考和主观回答，在教师引导下完成异步讨论。教师在课堂面授环节对部分学习者的思考回答

样本进行点评讲解，发现学习者掌握的不足进而设计后续的延展式语言教学或补救式教学。图 1 是教师

对某份学生线上个人思考回答之后的点评讲解示例。 
这样的微格教学设计在具有“两性一度”的学习任务引导完成中促进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学习和语言

能力运用，培养其高阶思维能力和核心素养，同时自然融入思政育人元素。通过优秀作业/练习的示例点

评，既能重构和丰富教学内容，以点带面示范性教学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向优秀同伴看齐)，又能引导

学习者发现自身学习的不足(比如回答时没有结合例子或因为忽略了语气加强词 extremely 和模糊限定词

possibly 回答得特别绝对)，实施基于学习者实际表现的差异性/拓展型教学和补救式教学，体现了“因材

施教”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的贯彻落地。 
基于课文原句的思考题改编如下：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Chinese youngsters, do you label many “normal” Western childcare practices as 

extremely bizarre and possibly harmful to children? Please use examples to explain your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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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 sample of teacher-annotated learners’ individual thinking and upload 
图 1. 学生线上思考作答的教师点评示例 

 
该课例并入单元的思政教学教案设计，获得了 2024 年度全国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大赛二等

奖。2024 年起作者加入了第三期产出导向法云共同体暨教育部多语种教研虚拟教研室，继续对该课(准)
智慧教学进行打磨，丰富教研(评价)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三角验证。 

4. 反思和总结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呼唤差异性、个性化、智能化的教育新模式的研究和建设。其中，语言智慧测试

是语言智慧教育模式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以英语读写智慧教创改革举措举例，阐述了智慧语言测

试的构念仍以语言复合能力测试内容为主，兼顾数字素养、核心素养的增值评价；梳理了智慧语言测试

的实施内外环境要求，条件已基本具备，在进一步完善功能推进智慧教室、智慧校园的建设中。论文还

认为，智能语言测评应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真正做到大数据驱动的形成性评价。人工智能背

景下的高等语言教育不能丢失“温度”，人工智能作用于教学和评价的“程度”要努力做到匹配和“平

衡”[15]。基线测评重视每位学习者的学习起点和个体差异；过程监控利用信息化、智能化的大数据，绘

制学习者在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上火、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方面变化的学习者成长

画像；终结测评需改变单一测试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旧模式，多采用多元方式实施形成性评价，展现学习

者六个发展维度的变化幅度；增值分析则是大数据可视化对比分析学生的学习“起点”与学习“结果”，

客观、公平、科学、准确地对每一位学习者以及教师、学校进行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评价分析。 
自然融入语言教学的素养育人和价值引领评价往往是教学创新路上的堵点问题。对此，本文基于智

慧语言教育测评分析提出的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采用 portfolio 电子档案袋进行增值评价，尝

试描绘生成的学习者学习路径，或许能成为解决智慧教育评价堵点问题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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