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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评语是形成性评价分析的重要数据来源袁但现有教师评语生成的质量在社会性尧客观性和个性化方面

存在一定的不足袁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的教师评语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可能遥 生成式教师评语是指教师通过认知诊断

技术得到的智能诊断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进行交互袁从而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模拟教师社会性语言袁生成数

据驱动的个性化教师评语遥 在初中数学课堂中的实证研究发现院生成式教师评语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渊Cohen's =1.08袁 =0.000冤和学习动机渊Cohen's =0.59袁 =0.003冤袁对学生的深度访谈结果表明袁生成式评语能作为考

试的一种总结反思工具袁体现了教师对学生个性化的关注和鼓励遥 研究结果为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个性化尧精准化教学提

供了研究思路袁为教育环境中持续评估和改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提供了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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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作为教育生态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袁人工智能技术
在教育评价改革袁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
机结合方面的实践应用广受关注[1]遥其中袁由机器学习
模型提供支持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袁AIGC冤 能够自动化生
成文本尧图像尧视频尧音频等多模态数据袁具备很强的
对话情境理解能力和启发性内容生成能力遥 自 2022
年以来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生成方向的应用渊例
如袁 CTRL模型尧ERNIE-GEN模型尧GPT模型冤纷纷涌
现袁引发了教育内容生产方式的变革[2]遥生成式人工智
能采用预训练要提示渊Pre-train-Prompt冤的学习模式袁
借助概率对用户输入的文本上下文进行模式识别袁根
据句法规则生成文本内容袁并结合用户输入的文本进
行反馈强化学习袁从而提供多轮次尧流畅尧自然的内容

生成遥 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自然语言的对话能力袁使
其在教学评价与反馈中具备良好的应用潜力[3]遥

教师评语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环节已经引发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袁评语通常是教师以描述性语言来概
述学生学习情况袁并以文本形式呈现给学生本人或其
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4]遥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于 2020年
10月印发了 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曳袁
提出要野创新评价工具袁利用人工智能尧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袁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
评价尧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冶[5]遥 然而现有的教
师评语反馈在社会性尧客观性和个性化方面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遥首先袁评语反馈的社会性不足袁现有的评语
生成系统生成的文本内容不能实现和学生的交互袁不
具备多轮对话的能力遥 其次袁教师评价的来源多为教
师的主观经验袁缺乏客观性遥最后袁教师评语的撰写容
易陷入抽象化尧模式化尧空洞化尧教条化的误区袁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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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评语生成的途径大多是通过评语语料库或者

关键字生成的一些重复的短语袁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
和认知状态的准确描述遥

生成式教师评语为这三个局限性提供了解决方

案遥生成式教师评语是指教师通过认知诊断技术得到
的学习分析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进行交互袁从
而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模拟教师社会性语言袁生成
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教师评语遥 在生成式教师评语中袁
数据是核心指标袁教师是设计者和监督者袁学生是内
容使用者遥首先袁在社会性方面袁与其他自然语言处理
模型相比袁AIGC具有良好的语言生成能力袁能够更好
地理解用户的问题袁并且 AIGC具有连续多轮对话的
能力袁能够在教师的监督下生成更加具有交互性的教
师评语遥 其次袁在客观性方面袁AIGC可以利用知识诊
断数据实现对学习过程的科学描述袁为学生提供数据
驱动下更加准确客观的学习状态点评遥 最后袁在个性
化方面袁AIGC的内容生成能力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
数据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和错题练习袁让学生得到
更加精准化和个性化的评价反馈遥

2022年 11月 30日袁OpenAI发布了 ChatGPT袁仅
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袁 成为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
消费级应用程序遥 ChatGPT尧文心一言和 Bard等 AIGC
产品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及应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探

讨与关注袁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从 AIGC的基本原理尧
智能涌现尧 能力边界以及工具价值等维度进行概念性
论述[6-8]袁缺乏对 AIGC在真实课堂中应用的实证研究遥
另外袁 现有的实证研究涉及的实践应用主要是为学生
个性化自适应学习赋能袁包括编程代码生成[9]尧语言翻
译[10]尧课程知识问答[11]和适应性学习[12]等袁需要进一步
探讨 AIGC在面对面课堂教学情境中的应用模式和路
径遥 本研究使用的 AIGC平台为基于飞桨深度学习平
台和文心知识增强大模型而研发的文心大模型 4.0遥

本研究在真实的初中数学课堂环境中进行袁聚焦
野如何通过 AIGC支持的生成式教师评语促进数学学
习冶这一核心主题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教师评
语生成的新型方式袁 探讨数智化时代提供个性化尧精
准化的教学评价的有效途径袁探究生成式教师评语对
数学学习成绩尧 自我调节能力以及学习动机的影响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研究问题院

1. 如何依托认知诊断模型和 AIGC 平台生成教
师评语钥

2. 生成式教师评语能否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成绩袁
为什么钥

3. 生成式教师评语能否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节

学习能力袁为什么钥
4. 生成式教师评语能否促进学习者学习动机袁为

什么钥

二尧文献综述

渊一冤教师评语的数据基础
教师评语是教师对学生某一阶段发展状态的较

为全面且富有个性的质性评价遥Matsumura等提出袁从
形式上评语可以分为认知特征类评语和情感特征类

评语[13]遥 认知特征类是一些可采纳评语袁如指出问题尧
提出建议尧定位问题尧给出解决办法曰情感特征类主要
指称赞尧批评两类评语遥

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数据是生成更加准确尧客观
的生成式教师评语的重要基础遥传统的评语数据是教
师根据主观经验生成的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袁教
师只要在评语生成程序内输入关键词袁就可以利用评
语生成系统得到模板化的教师评语数据遥而人工智能
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评语的数据生成更加智能和个性

化[14]遥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认知诊断技术实现智能学习
诊断袁为评语的内容生成提供了数据基础遥 认知诊断
模型在项目反应理论的基础上袁基于学生的交互行为
渊如答题数据尧测试数据冤来挖掘学习者的潜在认知状
态渊知识点掌握程度和熟练程度冤袁进而预测学习者在
特定学习任务中的表现 [15]遥 常见的认知诊断模型有
IRT 模型尧DINA 模型和神经认知诊断模型遥

渊二冤教师评语的内容生成
评语的内容生成是数据和社会性的语言整合的结

果遥评语是自然语言处理渊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冤
的子问题袁 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是评语生成
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现有计算机生成的评语在语
义表达的准确性尧 社会情感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遥 让计算机更好地理解教师意图并根据学生数据信
息来生成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的评语文本袁 是评语生
成的技术难题之一遥 文心一言等 AIGC产品的面世为
个性化教师评语的生成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遥

文心一言是对大语言模型 渊Large Language
Model袁简称 LLM冤训练的结果袁因此袁对文本具有更强
的理解能力袁在教师评语生成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潜
力遥 相比较于传统的聊天机器人袁基于大规模语料库
训练的文心一言能够结合少量的提示词袁实现个性化
数字资源高效创建尧对话式人机协同学习尧素质导向
的教育评价[16]遥 基于文心一言的语言理解尧对话交互尧
文本生成等方面的优势袁文心一言在本研究中扮演教
师评语内容生产者的角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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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参与者与研究情境
本研究在湖北省W市某中学采用准实验研究法

开展了为期 6周的教学实验袁在真实的初中数学课堂
中检验生成式教师评语的效果遥 本研究选择的两个班
级的学生在学习成绩和师资配备上基本一致袁 其中一
个班级为实验班级渊七年级 18班冤袁另一个班级为对照
班级渊七年级 5班冤遥剔除无效被试后渊无效被试为没有
填写问卷或不认真作答的学生冤袁 共有 117名实验被
试袁其中袁男生 62人袁女生 55人袁平均年龄 12.9岁遥

渊二冤教学干预院生成式教师评语
生成式教师评语的建构包括评语的数据生成和

内容生成两个阶段遥 整体的生成路径如图 1所示遥 首
先袁教师采集学生的个人信息尧试题信息以及作答情
况等测评数据袁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学习者的学习过程
和认知状态遥 其次袁利用本文作者自主搭建的智能学
习诊断实验平台[17]对测评数据进行信息挖掘与建模遥
在数据生成阶段袁智能学习诊断平台使用神经认

知诊断模型渊Neural-cognitive Diagnostics冤袁该模型综
合考虑学生因素尧 题目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
用遥 智能学习诊断平台通过分析学生的答题记录袁提
取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类特征袁诊断学生对知识点和
六种初中数学核心素养渊数学抽象尧 逻辑推理尧数学
建模尧直观想象尧数学运算和数据分析冤的掌握情况袁
从而得到学习者错题和知识点的对应定位遥具体的挖
掘和分析过程如下院首先袁用 = {s1袁s2袁噎袁sN}表示学
生集合袁 = {e1袁e2袁噎袁eM}表示试题集合袁并以人工标
注的方式将试题所考察的知识点情况存入一个矩阵

Q袁Q沂{0袁1}渊M伊K冤遥 其次袁对于每个学生袁将其编码成一
个维度为学生总数 N的学生 one-hot向量 xs袁通过与
一个可训练的学生知识掌握矩阵 A进行乘积袁得到该
学生的知识掌握嵌入向量 s袁 其中 s沂渊0袁1冤渊1袁K冤曰而

对于每道试题袁 先将试题 one-hot向量 xe与 Q相乘袁
得到每道题所对应的知识相关度向量 Qe袁接着构造可
训练的矩阵 B和 D袁以同样的方式对试题知识点难度
向量 hdiff和试题区分度向量 hdisc加以嵌入表征遥 得到
学生和试题的向量表示后袁构建交互函数并通过多层
神经网络院

莓
1 1

2 1 2

3 2 3

其中 是激活函数袁 此处使用 sigmoid函数袁训
练以预测作答和实际作答结果的交叉熵作为神经网

络的损失函数袁训练结束后 s即为学生对某个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诊断遥最终袁通过对测评数据的挖掘袁本研
究得到了学生的个人信息尧知识点掌握情况尧核心素
养情况和错题定位等袁这是教师与文心一言平台进行
交互的数据基础遥

图 1 生成式教师评语的生成路径

在内容生成阶段袁教师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对文心
一言进行提问遥教师与文心一言互动的质量取决于提
问设计袁 如何向其提问成为获得有效反馈的关键[18]遥
本研究采用优化提问设计原则[19]袁优化提问指的是研
究者在获得野初始提问冶的反馈信息后袁基于初始提问
进行优化后的提问遥 整体提示编写框架参照 White[20]

提出的人物角色模式袁具体提示编写框架见表 1遥 在
教师的监督和多轮对话迭代下袁最终生成的教师评语
如图 2所示遥

提示框架 解 释 示 例

背景和目的 阐述问题情境和目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进行了阶段测试

动机 说明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性 教师评语将作为学生阶段测试的形成性评价结果之一

结构和关键点 指明模型充当的角色并呈现角色的输出内容 假设你是一名七年级数学教师

示例实施方式 编写清晰而具体的指令

根据野赵 *袁本次阶段考试数学班级排名等级 C袁和上次月考相比分
数提高了 2分袁 校排名提高了一个等级袁 同旁内角知识点掌握薄
弱袁逻辑推理的核心素养较弱冶等数据信息袁评语中需要包括个性
化学习策略建议和社会性点评遥 请给她提供个性化的具有社会情
感的教师评语

影响
审查结果的优势尧适用性以及可能的改进遥 如
果运行结果不理想袁重新定义你的观点和提示

在进行评语生成时袁 如果成绩和排名等级发生变化时要进行推理
可能的原因袁并对于不同成绩的学生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建议

表 1 提示编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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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成式教师评语示例

渊三冤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来检验生成式教师评语

对学生数学学习成绩尧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习动机的影
响遥 整体研究过程如图 3所示遥 参与者在第一阶段和
第三阶段分别进行了自我调节学习尧学习动机的前后
测遥 第二阶段袁实验组和对照组同步学习七年级数学
第五章袁并进行了四次测试袁以监测成绩变化遥区别在
于袁对照组在每次测试后仅获得含有排名和分数变化
情况的成绩单袁教师会对班级整体考试情况进行口头
反馈袁而实验组除此之外袁还会收到个性化的生成式
教师评语遥

图 3 总体实验流程

渊四冤数据收集与分析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收集了知识测验成绩尧问卷数据和访谈数

据遥知识测验试卷由 10年以上授课经验的教师开发袁
评估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袁涵盖选择题尧填空题和
解答题等 24个题目袁总分 100分遥学习动机问卷改编
自 McAuley[21]的 IMI动机量表袁包括兴趣尧能力尧价值
和压力四个维度的 11个题项遥 自我调节学习问卷改
编自 Barnard[22]袁包括目标设定尧任务策略尧时间管理尧
寻求帮助和自我评价等 13个题项遥 问卷均以 5分李
克特量表来测量遥 共回收有效问卷 117份袁自我调节
学习和学习动机问卷的 Cronbach's 值分别为 0.898

和 0.885袁内部一致性较高遥 此外袁本研究还在实验组
随机选择 6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袁访谈围绕生成
式教师评语的使用感受以及对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

等七个方面展开袁通过诸如野你能简要描述一下你对
教师评语的使用感受吗冶野教师评语中哪些设计和点
评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冶以及野阶段测试后收到教师
点评袁你的学习有发生什么变化吗冶等问题展开遥每个
人访谈时长为 5~8分钟袁 录音后对访谈进行部分转
录袁生成 8131个中文单词的文本内容进行定性分析遥

2. 数据分析
在知识测验与问卷调查的定量数据分析中袁本研

究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来了解参与者的学习成

绩尧 自我调节学习能力以及学习动机在均值上的差
异遥其次袁在差异性分析方面袁学习成绩和问卷数据的
K-S 检验结果均满足正态分布渊 >0.05冤和方差齐性
检验遥 因此袁本研究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来分析知
识测验数据袁采用配对样本 检验来探究学习者在前

测和后测时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的差异袁采
用独立样本 检验来探究两组学生在自我调节学习

和学习动机的后测差异遥本研究采用 IBM SPSS 21进
行统计分析遥

在访谈数据方面袁改编自 Chen等[23]的编码方案袁
本研究从认知尧元认知和情感三个方面对访谈记录进
行定性分析遥 本研究遵循了 Braun等[24]提出的主题分

析程序袁对文本内容进行了定位尧识别和分类袁以便进
一步分析和主题生成遥 最后识别出 85个代码袁11个
节点袁其中认知反馈 19个节点尧元认知反馈 45个节
点和情感反馈 21个节点遥编码主要由本研究的第一尧
第二作者使用 NVivo 12进行分析袁 编码过程中出现
的任何有争议的问题通过所有作者参加的每周会议

解决遥质性数据的分析在本文中主要用来支持对量化
结果的三角互证和解释解读遥

四尧研究结果

渊一冤前测数据分析
由于本研究是在真实课堂中的准实验研究袁为减

少无关变量的影响袁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检验分析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数学学习成绩尧自我调节学习能力
和学习动机的前测是否存在差异遥 结果显示袁两个组
初始成绩渊测试 1冤渊 =0.898逸0.05冤尧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前测 渊 =0.146逸0.05冤和学习动机前测 渊 =0.056
逸0.05冤均无统计学差异遥

渊二冤学习成绩差异
学生整体学习成绩变化如图 4所示遥实验组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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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次和第二次生成式评语反馈后袁学习成绩有一
定的提升且与对照组有显著性的差异袁但是实验组在
收到第三次评语反馈后袁 学习成绩呈现下降的趋势袁
两组在第四次测试成绩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图 4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习成绩比较

为了进一步探究学习者的成绩变化与组别以及

时间的关系袁本研究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评估实验
组和对照组之间四次阶段测试学习成绩变化情况遥经
Shapiro-Wilk检验袁各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且符合球
形检验渊 =0.144>0.05冤遥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袁
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渊F=1.45袁 =0.23袁 =0.012冤曰测
量次数的主效应显著渊F=29.17袁 <0.001袁 =0.202冤曰
测量次数与组别的交互效应显著 渊F=11.10袁 <0.001袁

=0.088冤遥
渊三冤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习动机差异

图 5 实验组和对照组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习动机前后测比较

如图 5所示袁对照组的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习动机
在前后测中没有显著性差异遥实验组在收到三次生成
式评语反馈后袁实验组的自我调节学习能力均值提高
0.23袁标准差减少 0.06袁说明实验组在收到三次生成
式教师评语后袁 自我调节学习能力显著提高 渊 =
0.014冤袁整体数据更加集中遥 实验组的学习动机均值
提高 0.55袁标准差增加 0.21袁结果表明实验组学习动

机在实验期间得到了提高渊 =0.000冤袁但数据的波动
性更大遥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后测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检验袁结果见表 2袁实验组自我调节学习后测得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渊 =0.63袁 Cohen's =1.08袁 =0.000冤袁
证明生成式教师评语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自我调节学

习能力遥 实验组学习动机后测得分高于对照组渊 =
0.43袁 Cohen's =0.59袁 =0.003冤袁 表明生成式教师评
语同样能显著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遥
表 2 两组后测的自我调节学习和学习动机评估得分比较

五尧研究讨论

渊一冤对研究问题的讨论
针对问题 1袁生成式教师评语的生成包括数据生

成和内容生成两个阶段袁分别体现了个性化教师评语
的数据性和社会交互性的原则遥生成式教师评语可以
通过测评数据采集尧信息挖掘建模尧诊断结果输入和
智能评语生成四个步骤生成遥 首先袁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在教师评语中的应用袁教师评语的生成来源应不仅
仅局限于教师的主观经验袁而应更多地反映学习者的
学习过程和认知状态袁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业成就水平
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袁实现数据驱动的精准化形成性评
价遥 另外袁具有社会情感的交互是教师评语的重要评
价指标[25]袁本研究要充分利用文心一言等 AIGC应用
在语义表达和语义理解上的优势袁生成更便于学生理
解并更能体现对学生发展性关注的评价遥教师在整个
评语过程中起到主导和监督作用袁 通过多轮对话迭
代袁让 AIGC应用成为教师的智力支持和工作助手[26]袁
大幅减轻教师工作负担袁助力精准化尧个性化形成性
评价遥

针对问题 2袁生成式教师评语对学习成绩的整体
效果影响是一个有趣的发现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生成式
评语对学习成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袁访谈数据编码结
果表明生成式教师评语中提供改进线索或试题练习

对于提升学习者学习成绩至关重要遥 有受访者表示袁
相比较于知识点掌握情况诊断袁他们对评语中提供的
题目练习更感兴趣袁练习题目的数量尧质量以及答案

类别

独立样本 检验

控制组

渊n=59冤
M 依 SD

实验组

渊n=58冤
M 依 SD

Cohen's

自我调节

学习
3.13依0.54 3.76依0.62 115 -5.83 1.08 0.000

学习动机 2.93依0.70 3.36依0.75 115 -3.19 0.59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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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也是影响生成式教师评语评价质量的关键因素遥
这个发现和 Hattie等[27]的观点一致袁 他对 74项教师
评语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袁最有效的评语形式是那些
提供改进线索或强化策略给学习者的评语遥 在第一尧
二次评语反馈发放后袁实验组的学习成绩提高袁但是
第三次评语反馈并未对实验组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

的影响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新奇效应袁Huang[28]将
新奇效应定义为对用户来说新的尧不熟悉的尧意想不
到的体验遥学生第一次和第二次收到生成式教师评语
时袁相比较于以前收到的笼统的尧模板化的点评袁生成
式教师评语中含有学习者学习情况诊断尧 针对性错题
练习袁这会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感知可用性遥 然而袁新
奇效应是短期的袁 随着生成式教师评语发放次数的增
加袁这种新奇效应会逐渐消失[29]遥 学生对评语内容的
学习不仅仅靠自身的兴趣驱动袁教师更要引导学生关
注评语的内容遥

针对问题 3袁生成式教师评语发展了学习者的自
我调节学习能力遥生成式教师评语提供了学习者学习
过程数据袁反映了学习者的认知状态袁使学生从被动
接受评价结果转变为主动建构自我评估袁这是自我调
节的关键环节[30]遥 教师评语的反馈涉及自我调节学习
过程的三个阶段的循环袁在计划阶段袁教师评语会引导
学生制订学习计划袁 受访者提到袁野我会根据老师的建
议来计划我下一步的学习方向袁 以前都没注意到自己
这个平行线的判定这个知识点掌握得不太好袁 我准备
在课后多刷一些类似的题冶遥 在表现阶段袁学习者会用
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动机信念对评语内容进行解读袁评
语会帮助学习者对以上的认知参与过程进行自我监

控袁从而对学习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遥 在自我反思阶段袁
学生会根据评语的内容评估自己的学习状况袁 并进行
反思袁 决定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袁野评语让我反思到自
己在学习上面的不足袁 也能及时让我知道自己的进步
和退步冶遥同时袁这也体现了技术赋能教育的深层目标袁
即通过新兴信息技术袁 提升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学习能
力袁实现学习者自主性学习尧个性化学习的现实需求遥

针对问题 4袁生成式教师评语能有效促进学习者
的学习动机遥 教师评语中的反馈内容会提供与学生自
己的考试结果相关的信息袁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遥根据
动机设计的注意尧关联尧信心和满意度渊ARCS冤理论[31]袁
注意和关联是诱导和维持学习动机的两个基本设计

特征遥 除此之外袁生成式教师评语中含有很多鼓励性
的尧表扬性的话语袁有学习者提到野以前从来没有老师
给我们发过这种袁感觉很震撼袁老师把你考得好的和
考得不好的都写出来了袁还给了我很多鼓励袁感觉很

惊喜吧冶遥教师积极的评价语言袁使被评价者感受到了
教师的肯定与认可袁这种积极的情感反馈对学生学习
体验和认知建构至关重要[32]遥 以 AIGC为标志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渗透到教与学的研究与实践中袁
人类教育所呼唤的个性化知识问答与人性化情感陪伴

已成为现实遥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过程中袁教师
需要在彰显教育教学过程中技术固有优势的前提下袁
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袁通过多轮对话交互袁激发技术
的情感尧动机尧态度尧审美等育人属性袁提升师生交互
的亲密性和归属感袁从而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动机遥

渊二冤教学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于生成式教师评语在教学实践中

的应用有以下几点启示院
首先袁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教

师教学的应用实例袁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教师评语的重
要价值并利用文心一言等 AIGC的工具属性来辅助
教育评价的内容产出袁使教师由主观经验式教学转向
数智驱动式教学遥 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袁可以更加
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认知状态袁在评语中体现对
学生发展性的关注袁从而启发学生去思考自己的学习
表现袁更好地改进自己的学习遥其次袁由于文心一言等
AIGC平台是基于对提示词及逻辑关系的匹配来生成
答案袁具有不理解语义和真实世界的技术局限袁同时
也存在输出信息不实尧隐私和安全等问题袁因此袁教师
提示词的编写和提问方式非常重要袁建议教师在对文
心一言进行提问时袁编写清晰而具体的指令袁同时给
模型思考的时间袁不断调整提示来训练模型袁充分发
挥教师的监督作用袁以求达到更优的生成效果遥最后袁
生成式教师评语的使用对象是学生袁因此袁教师需要
合理地引导学生来使用生成式评语袁带领学生认真阅
读评语的内容袁并且及时讲解评语中的个性化练习题
目袁实现迅速且高效的学习反馈遥 学生可以利用评语
中的知识点和核心素养能力诊断情况来改进和调整

自己的学习遥
渊三冤研究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在未来袁 本研究的三个主要局限性应予以解决遥

首先袁在研究设计上袁目前评语数据生成的第一阶段
仍然需要教师对试题信息尧作答数据进行标注袁这是
一个相当烦琐的过程袁希望后期能有更好的自动化采
集学习者测评数据的方法遥而且目前生成式评语的文
本生成还是需要教师对文心一言等 AIGC 平台进行
提问袁后期建议实现评语生成的集成自动化袁减少教
师的工作量遥 其次袁在生成式教师评语对成绩的影响
上袁本研究是针对初中数学课堂的为期六周的干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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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遥本研究发现个性化教师评语未能持续有效地提升
学习者的学习成绩遥 因此袁在后续的设计中袁应该考虑
研究延长实验周期袁增加教师评语反馈次数袁以观察教
师评语对学习成绩的影响遥 后续的研究还可以深入探
究对成绩的影响效果在学段尧班级规模尧学科等调节变
量上的差异遥最后袁对于学习者学习动机和自我调节能
力的测量袁 本研究仅采用问卷的方式来获得学习者的
相关数据袁 问卷测量固有的局限性可能会损害统计结
果的可信度遥 因此袁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不同的
研究工具收集学习者多模态学习数据袁从而更加准确
地测量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自我调节学习能力遥

六尧结 语

本研究为文心一言等 AIGC在教育教学中的实
践应用提供了实证证据袁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教师评语
有机整合袁创设了一种新型的数据驱动的尧具有社会
交互性的教师评语生成模式袁构建了一种基于证据取

向的评价模式遥该评语生成模式兼具数据性和社会性
的两大特点袁实现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精准化尧个性
化的教育评价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得
到的个性化教师评语能够在初中数学课堂中有效地

进行评估和反馈袁并提高学习者的数学学习动机和自
我调节学习能力遥

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为智慧教育实践提供了强

大支撑袁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教育中袁教师
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和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变量[33]袁应该在个性化学习尧教师负担尧教师自
身成长等方面抓住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袁在学
习目的尧教学过程和设计尧评价方式等方面积极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34]袁 推动教学模式从
野师要生冶二元结构转变为野师要机要生冶三元结构袁在
优化教学服务供给与学习需求匹配度尧 促进 野师要
机要生冶协同与合作等方面提供支持袁不断适应双脑
协同尧智力共生的学习评价新思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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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AI-supported Teacher Commen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LUO Heng, LIAO Xiaofang, RU Qiqi, WANG Zhifeng
(Facul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eacher comment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data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existing teacher comments has certain deficiencies in terms of sociality, objectivity and
personalization, and generative AI -supported teacher comments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se
problems. Since intelligent diagnostic data obtained by teachers through cognitive diagnostic technology
interacts with the generative AI platform, the generative AI platform can simulate teachers' social language
and generate data -driven personalized teacher comments. An empirical study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finds that generative teacher comments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self-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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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ach teaching unit has its own focus on the elements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hen, based on the
nine -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 multi -level progressive target system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s formed, which is vertically refined layer by layer and is horizontally upgraded in
the level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knowledge) structure. This design scheme can end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between content teaching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so
that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an be truly realized in the teaching approach that is integrated and unified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曰 Computational Thinking曰 Target System曰 Multi-
level Progressive System; Nine-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Knowledge Structure

learning ability (Cohen's =1.08, =0.000)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Cohen's =0.59, =0.003). Through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generative comments can be used as a
summative and reflective tool for exams, reflecting the teacher's personalized attent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students. The results provide research ideas for AI technology to facilitate personalized and preci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inuous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er Comments; Intelligent Assessment; Personalized
Teaching;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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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wareness tools to promote self-regulated, peer-regulated and group-regulated learning, which are
driven by individual, pedag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is process, learners need to experience
group awareness re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cluding information viewing, information selection, value
judgment, self-compariso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study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pedagogical enlightenments, including guiding learner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group
awareness tools and assisting learners to apply the group awareness tools for regulation.

[Keywords] Socially Regulated Learning; Group Awareness Tools; Mechanism; Grounded Theory;
Qual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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