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麦可思 林冬文字、语音、视频……学习评价花样繁多，教师如何选择？

巧用技术给学生更好的评价

课后作业、随堂测验、论

文写作、期中期末大考、实践

活动……这些都是教师检测学

生学习情况的有效方式，学生

也习惯依靠教师的评价内容查

缺补漏，提升学习效果。设计

更为合理的课程考核方式需得

到高校重视，就业蓝皮书数据

显 示， 有 23% 的 2019 届 本

科生表示希望高校改进课程考

核方式。不论在传统课堂或在

“看不见”的网课课堂，大学

教师不断探索如何利用信息技

术为学生提供更有用的评价信

息。在传统的考试分数加学习

评语之外，不少教师开始尝试

利用网络平台、手机软件等为

学生发来语音、视频等反馈内容。方式各异的评价优

势有别，如何合理运用，让技术提升评价质量？

        优质评价的特征

要提升评价反馈帮助学生学习的作用，或许教师

首先应当了解学生需要怎样的评价。普渡大学教育学

院（College of Education）课程设计师霍利·菲亚

克（Holly Fiock）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学生期待教师

反馈的评价信息与实际收到的反馈常常两相矛盾：学

生希望评价内容能具体指出改进不足的方法或步骤，

措辞以鼓励为主，且评价时间及时。研究发现，最佳

的反馈时间在（例如测验后的）2 至 10 天，最多不

超过半个月，否则学生的注意力会转移到新的学习内

容上。“实际是既缺乏具体的改进建议，又为时已晚，

而教师却毫无察觉。”菲亚克说道。

从评价时间来看，可以分为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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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和 总 结 性 评 价

（summative assessment）

两类。例 如， 为 完 成 论 文 写

作，学生需要制定主题、开

展调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

最终形成文章。教师对每个环

节设置截止时间并检查完成情

况，给予评价反馈（即形成性

评价），确保学生一直处于“正

轨”。论文完成后，教师则会

给出最终分数（或包括评语），

即总结性评价。

不同阶段评价的作用不尽

相同，总体来看，优质评价应

当具备四大特征：

频率适度。如果评价次数

太少，学生难以及时发现学习

问题，调整学习策略。合适的

评价频率应当结合课程规模、

学期长度、学习内容等因素综

合考量。不过，每周一次评价

反馈应当是大多数课程的合适

频率。对于大课，教师可以依

靠助教保证评价次数。

阐述具体。评价需要为学

生提出具体改进方向。“这部

分需要重新思考”诸如此类的

评语意义不大，好的评论类似

于“选择这一做法的理由还有

哪些”“论文读者可能并不了

解这些理论，请稍作解释”。

正反结合。评价除了指出

不足、提出建议外，教师还可

以正面表扬学生的优秀之处，

褒贬结合，更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

评价及时。正如前文所说，评价反馈不能太滞后，

否则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教师可以向学生明确说明

各项评价的反馈时间，并严格遵守。

         形式不同 优势各异

借助技术的力量，除了书面文字外，教师还能以

语音或视频的形式点评学生。通常来说，方便快捷以

及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特别是网课课堂）是音视频

的独特优势。学生能直观感受教师的语气，而不会出

现从字里行间猜测教师态度的情况。另外，相比文字

形式，音视频能包含的信息量更多，甚至有时，“文

字难以表述的意思，几句话就搞定了。”菲亚克介绍

自己的经验。

当然，这几种评价方式都有其各自特点，不能

互相替代。那么，文字和音视频各自最适用的环境

是什么？

在此之前，教师需要先了解两种节省评价时间、

提升工作效率的“神器”：

※评价量表

评价量表在高教领域并不鲜见，即将学生的学习

目标细化为若干项可测量的标准，教师根据评价量表

可以方便地对学生进行评价。同时，通过评价量表的

具体标准，学生能清晰了解学习目标。

要合理利用评价量表，教师应当在课程开始之初，

将评价量表分发到学生手中，详细解释各项标准的具

体含义，并在后续各项评价中随时使用该表。教学双

方对评价标准的清晰掌握既有助于学生关注学习重

点，还能尽量避免师生对评价结果的分歧。此外，一

些学习软件支持电子版评价量表，并具有根据教师评

价结果自动计算分数等功能，善加利用可以极大提升

效率。

※学生互评

顾名思义，“学生互评”即是让学生两人（或若

干人）一组相互评价彼此的学习情况，尤其适合学生

人数较多的大课，或者比较复杂、任务较多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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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项目。学生可以相互评价

初期工作，教师则把关最终成

果。此外，教师可以考虑将学

习能力不同的学生搭配成组，

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

※文字形式何时用？

首先，文字评价具有“天

然”的正式感，在为学生提供

总结性评价时，文字形式或许

更为合适。

其次，合理利用信息工具

可以提升文字评价的工作效

率，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利用注释工具。如果学

习平台或学习软件支持文本浏

览和注释功能，教师可以在检

查学生论文、实验报告等书面

作业时，加上文字注释，精准

指出问题，并提出修改方向。

●自动回复工具。一些平

台或软件具备俗称“计算机辅

助评价”的自动回复功能。教

师可以预先设置文字反馈内

容，例如“请回顾本周网课关

于 xx 的讲解”“这道问题的

解 答 请 参 考 教 材 27 至 29 页

的内容”等。这样，文字评语

可以在学生出现共同问题时重

复自动使用，极大减轻了教师

的评价压力。

此外，在线调查问卷以及

前文提到的学习平台或学习软

件的电子评价量表等都需要教

师设计文字反馈内容或问题。

※音视频何时用？

在当前技术环境下，利用

音视频形式评价学生学习值得教师尝试。在一些特殊

场景，音视频有着难以替代的优势。

个性化指导。文字评价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能做

到重复利用，提升效率。不过学生难以获得更加个性

化的指导。教师可以根据需求，向学生详细解释问题

所在，并给出改进意见。如果教师一周提供至少一次

评价反馈，班级人数在 30 以内为宜，否则教师可能

需要助教分担评价任务。

展示细微区别。有些课程，例如涉及语言学习、

交流沟通等，学生需要体会语音语调、肢体语言、言

谈举止的细微差别。特别是在网课环境，学生通常上

传视频或语音提交作业或完成测验，教师以语音的形

式点评学生作业能清晰说明不足之处。此外，针对学

生完成情况，教师可以录制演示视频，便于向学生演

示好坏区别。

过程展示。有些教学内容，例如数学、化学、物理

等课程，要获得正确答案需要运算演算、方程变化等一

系列步骤。教师可以针对学生作业或测验等的具体情

况，录制视频，指出问题所在，同时演示正确的操作

过程。此外，教师可以根据经验判断学生会出现的共同

错误，提前录制讲解视频，缩短评价的反馈时间。

避免误解，增强联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提升课

程质量的环节之一，特别是在“看不见老师”的网络

环境中，声音和图像往往比文字更能让学生感受到教

师的关心和关注。正因如此，“鲜活的”音视频可以

避免单纯的文字反馈容易产生的误解。尤其在教师发

现学生没有领会文字反馈表达的意思，甚至曲解含义

导致学生觉得教师“高高在上”，难以接触时，音视

频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可见，文字与音视频各有所长，教师需要结合课程

实际情况综合选用。熟悉课程使用的平台或软件，制定

评价计划并事先与学生沟通，不定时了解学生对评价反

馈的意见……这些都是获得高效反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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