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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教育评价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环节袁关乎国家人
才培养的方向与质量遥2020年袁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曳提出野创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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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1]遥作为教育
评价的重要形式袁形成性评价与反馈有助于提升学习
绩效袁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遥形成性评价
旨在帮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袁是师生在教与学过程
中持续使用的尧有计划性的过程袁以增加学生对特定
学科学习成果的理解[3]遥目前袁有关人工智能在教育评
价中的运用多以总结性评价为主袁而人工智能在形成
性评价中的应用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4]遥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渊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简称 GAI冤是一种能生成新内容的新型人

工智能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于 2022年
11月发布的 GAI产品 ChatGPT袁 引发了全球教育界
的关注遥 GAI是由大语言模型驱动的可以生成文本尧
代码等内容的技术袁其底层基于 Transformer模型袁可
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提示词袁生成相应的内容袁并进行
多轮智能对话袁 它不仅可以生成多样化的内容资源袁
而且能够实现智能问答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尧及时的
智能反馈遥 国内类似的 GAI工具如文心一言尧讯飞星
火等纷纷涌现袁 逐渐改变了人类的学习和思维方式遥
GAI具备为常见教育任务提供高质量反馈的能力袁引
发了全球教育工作者思考应该教会学生什么及如何

开展评价的基本问题遥
GAI赋能教育评价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5]袁

目前袁GAI 在学习与评价中的应用还存在着诸多争
议遥 第一袁赋能还是限制钥 有学者认为袁GAI让老师有
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教学袁是学习与评价的未来[6]遥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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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袁大模型算法存在偏见袁学生在面对 GAI流畅的表
达时缺乏批判性思考能力[7]遥因此袁应当禁止或限制高
等教育中使用 GAI遥第二袁剽窃还是合作钥GAI在形成
性评价中的运用可能使得人机合作与学业作弊之间

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和迷离遥 第三袁以机器还是以人
为中心钥以机器为中心的导向会让学生对机器产生高
度依赖袁这可能陷入认知外包的陷阱遥 如何构建以人
为中心的形成性评价路径是亟须探讨的重要方向遥本
研究围绕形成性评价这一主题袁在分析 GAI赋能形成
性评价的基础上袁从形成性评价的理念尧对象尧过程尧
结果和伦理等方面袁探索 GAI对形成性评价的潜在挑
战袁并提出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的路径遥

二尧形成性评价与智能反馈的内涵

渊一冤形成性评价院促进学生学习
形成性评价起源于 20世纪 60年代袁最早由布鲁

姆将形成性评价概念引入到教学领域[8]遥布鲁姆认为袁
形成性评价是为教与学提供反馈与纠正的评价遥理解
形成性评价的概念袁需要辨析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
价的区别遥 大多数学者认为袁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
价分别对应野为了学习的评价冶和野对学习的评价冶[8]袁
前者的目的是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发生袁而后者更多
是为了鉴定学习结果遥 根据 Black和Wiliam的观点袁
形成性评价的主要策略是为促进学习者的进步提供

反馈袁鼓励同伴间互助反馈袁鼓励学生成为自主学习
者[9]遥 在形成性评价中袁学习者根据来自教师尧同伴或
智能体等的反馈袁 决定如何调整学习方法与策略袁促
进有效学习遥

渊二冤智能反馈院促进形成性评价
反馈已成为形成性评价的重要策略[2]袁它可在不

同的层次发挥作用遥 根据 Hattie和 Timperley提出的
促进学习的反馈模型袁反馈可以作用在任务尧过程尧自
我调节和个人四个层次[10]遥 常见的反馈类型有教师反
馈尧同伴反馈和智能反馈[11]遥 其中袁智能反馈通过扮演
学习助手的角色为学习者提供即时的自动反馈遥在高
等教育中袁智能反馈能帮助教师减轻课堂规模增加带
来的负担袁并提高个性化支持程度[11]遥 研究者基于自
然语言处理和认知诊断等智能技术袁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基于 AI的形成性评价反馈能够提升学习绩效和自
我调节学习的水平[4]遥然而袁大多数智能反馈方式提供
了基于预定义答案或学习分析的结果袁其交流与评价
能力有限[12]遥 未来亟须探索更加个性化的智能反馈方
式遥 GAI通过多轮对话袁能够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状态
或特征提供个性化尧多维的智能反馈遥

三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形成性评价的价值

研究表明袁GAI能够创新评价技术和形式袁 通过
智能反馈提高效率袁 助力自适应评价和个性化学习袁
改善可及性和包容性[13]遥 本研究认为袁GAI可以在知
识尧能力和实践三个层面袁发挥创新评价方式尧提高效
率和个性化水平的价值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的价值

渊一冤创新形成性评价方式
数字技术改变了形成性评价的方式袁提高了测验

的灵活性[13]遥 然而袁传统数字技术更多的是将测验题
目数字化遥 GAI技术有望通过设计和提供复杂的形成
性评价任务袁使得评价更具情境性遥 GAI有创新形成
性评价方式的潜力袁可以将评价方式扩展到基于游戏
的尧交互式的模拟场景袁开展互动式的情境化评价[14]遥
基于 GAI的情境化评价具有重要的价值院第一袁评估
学习者高阶能力遥情境化评价通过评测复杂的学习成
果袁进而评价高阶能力袁如问题解决能力遥 第二袁促进
学习投入遥 GAI支持的评价方式通过情境感知袁识别
学习者需求尧目标和困难袁提供即时尧个性化的智能反
馈袁实时澄清和解决学生的困惑袁进而提高学习者学
习投入[15]遥第三袁节约成本遥 GAI工具辅助自动生成题
目袁有效降低题目生成的成本和时间[16]遥

渊二冤提高形成性评价效率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有望进一步提升形成性评

价效率遥 通过多轮对话袁GAI在教师的监督下能够生
成更加准确尧客观的教师评语[17]遥在知识层面袁GAI通
过提供即时的文本反馈及自动化评价袁 帮助学生有
效获取知识袁减少教师的工作量袁让教师有更多的时
间与学生进行高质量的互动遥 在能力层面袁GAI通过
提供即时的尧个性化的帮助袁促进学生能力的提升袁
改善学生学习习惯遥 在实践层面袁GAI通过情境化任
务袁提供持续的高质量智能反馈袁促进学生的实践与
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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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提高评价的个性化水平
GAI擅长分析和理解自然语言尧图片等多模态数

据袁有助于挖掘定性数据的价值袁通过定性的尧基于文
本的分析提高分析能力和个性化水平袁以便更全面地
掌握学生学习情况遥 GAI有助于丰富形成性评价的数
据种类袁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资源袁有效支持学
生自定步调的个性化学习[15]遥 GAI可以根据学生的学
习行为和文本足迹袁评估个体/群体的观点袁识别学生
情绪状态袁 进而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评估与智能
反馈[18]遥 GAI模型能实现自适应测试袁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学习特点袁为其提供高自适应水平的学习评
估与反馈袁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袁及时调整
学习策略袁提高学习效果遥

四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形成性评价的挑战

形成性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学习的发生袁那么
GAI赋能的形成性评价能否有效促进学习的发生袁仍
然面临诸多挑战袁主要表现在评价理念尧对象尧过程尧
结果和伦理方面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的挑战

渊一冤形成性评价理念院缺乏以人为中心的指导思想
高校学生自发使用 GAI袁 禁用它变得几乎不现

实[15]遥 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能动性和自
主性遥 运用 GAI开展评价若缺乏以人为中心的指导
思想袁可能陷入以机器为中心的囹圄遥 以机器为中心
的评价主要依据预设的规则和算法袁缺乏对情境和个
体差异的主观判断能力遥机器评价通常难以充分考虑
情感尧文化和个体差异等方面袁而这些方面在形成性
评价中至关重要遥缺乏以人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问题
可能导致评价结果过于机械化袁无法充分考虑学生的
个性尧情感和创造力等方面的因素遥 形成性评价不仅

基于成绩和行为进行量化评估袁还涉及对学生全面发
展的关注尧关心和人文关怀遥 机器无法像人一样准确
理解和感知学生的情感和需求袁也难以提供针对性的
个性化指导和支持遥

渊二冤形成性评价对象院依赖与高阶思维的藩篱
人机协同的边界在哪里钥人机如何有效合作和最

优组合钥学生用 GAI完成作业的现象引发了教育界的
普遍担忧袁原因在于学生更多地将 GAI作为答案的提
供者袁而非学习的促进者袁人机之间的关系沦为野替
代冶袁而非野辅助冶袁这并非理想的人机协同状态遥 GAI
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使得学生容易产生依赖心理[19]遥 学
生倾向于利用 GAI来完成作业袁过分依赖其智能反馈
提供的答案袁而未能深入体验和理解背后所蕴含的能
力培养的过程与逻辑[20]遥过度依赖 GAI不仅无法促进
学生的真正学习袁反而可能会对他们的学习状况产生
误导性的描述袁进而影响学习效果袁使得学生对自身
学习情况产生错误评价遥学生对 GAI的误用或过度依
赖将会导致学生陷入认知外包的陷阱[21]遥 学生过度依
赖机器生成的内容袁 会忽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巩
固袁缺乏批判地全盘接受 GAI的输出袁会导致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缺乏深度思考和自主探究的能力袁进而限
制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遥

渊三冤形成性评价过程院黑箱与评价标准不明
GAI的工作原理相对复杂袁涉及大规模的数据和

算法遥 如 GPT-3约有 750GB的预训练数据量袁Token
数量高达 5千亿袁其参数规模达到 1,750亿袁而 GPT-
4的参数达到万亿规模遥 深度神经网络常被形容为
野黑匣子冶袁其推导过程与结果依据不透明袁可解释性
较弱[22]遥 同样袁GAI智能反馈的规则和算法也是黑箱
模型袁 师生难以理解其评价结果底层的依据和逻辑遥
GAI的工作原理可能会导致机器的评价标准不明确袁
师生难以理解和信任机器评价发生的过程和结果遥

渊四冤形成性评价结果院破坏准确性与公平性
GAI 的兴起使得传统的课程评价方式受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袁 评价的准确性与公平性面临巨
大的考验遥GAI有可能成为多数学生书面作业的代理
工厂[7]遥如果学生提交的作业是由 GAI生成的解决方
案袁而非他们亲自解决问题所得出的结果袁那么他们
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就无法得到准确的评估遥试想用机
器来评价机器袁其评价结果肯定难以反映学生的真实
水平袁何谈评价的准确性遥 教育评价往往基于学生的
知识掌握和应用能力袁 而如果学生过度依赖机器袁其
真实的学习状况和知识水平无法得到准确的反映袁这
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还可能误导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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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教学策略和方法遥
过程和结果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方面遥 GAI可

能会带来教育过程和评价结果的不公平遥在教育过程
中使用 GAI的学生可能比不使用 GAI的学生更有优
势袁尤其对书面作业而言效果愈发明显遥 如果学生使
用 GAI来生成高质量的书面作业袁而教师也很难区分
文本是机器生成还是人类生成袁他们可能比其他没有
使用该工具的学生获得更高的成绩袁从而导致教育过
程和评价结果的不公平[14]遥

渊五冤形成性评价伦理院诱发新的伦理问题
1. 数据隐私问题
在形成性评价中使用 GAI工具时袁同样存在隐私

和数据安全问题[6]遥 利用 GAI进行形成性评价需要大
量的学生数据进行预训练或人工强化反馈袁 由于学
生数据的敏感性袁会诱发对数据隐私和安全的担忧遥
如学生数据泄露袁或未经授权访问学生资料袁以及使
用学生资料作其他用途袁 都将会对学生个人造成威
胁[19]遥同时袁如果 GAI系统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袁也
可能会导致数据泄露袁使得学生的敏感信息被非法获
取或滥用遥 由于 GAI技术的高度复杂性袁学生无法完
全了解自己的数据在模型训练和使用过程中的流向

和用途袁因此袁无法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控制遥
2. 算法偏见问题
GAI的评价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训练数据的质

量遥如果训练数据存在偏见袁或者数据集本身不具有广
泛性和代表性袁那么 GAI输出的评价结果可能存在偏
见或错误袁 对某些个体或群体产生不公平的待遇[19]遥
GAI输出类似野随机鹦鹉学舌冶袁输出的好坏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训练数据遥 由于 GAI可能会对特定群体产
生偏见袁在评价中使用 GAI最困难的是确保反馈没有
偏见袁并符合主流道德标准[23]遥 例如袁那些在庞杂的互
联网文本语料库上训练的模型袁在生成反馈时可能会
展现出算法偏见和歧视倾向遥 另外袁GAI也存在 野幻
觉冶或编造的问题袁生成看似连贯但没有依据的答案袁
如 GPT-3.5可能生成并不存在的参考文献遥

3. 学业作弊问题
调查研究表明袁大学生使用 GAI的典型场景包括

课程学习尧科研活动尧日常生活和升学求职 [24]袁其中袁
课程学习和科研活动比较常见遥 然而袁在课程学习和
学术领域中袁 当学生和研究人员利用这一工具时袁其
诚信相应地面临着潜在的风险[25]遥 在生成文本的过程
中袁这些文本可能来源于训练集中已有的完整句子甚
至段落袁从而导致版权和作弊问题遥 学业作弊并非新
现象袁在 GAI出现前已然存在遥然而袁GAI工具在学习

与评价中的应用会加剧作弊行为袁腐蚀高等教育的目
的袁降低学位价值遥 学生使用 GAI生成的文本给课程
形成性评价带来了独特的挑战遥教师可能无法区分学
生的作品是否是学生自己的所作遥尽管已经出现专门
检测作弊的人工智能工具袁 如 AI Text Classifier袁
GPTZero和 AI Cheat Check等袁但是这些工具同样也
不能准确区分出文本的来源[26]遥

五尧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形成性评价的路径

针对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存在的挑战袁根据面向
特定领域的大语言模型的形成性评价框架[27]袁本研究
构建了以人为中心的尧融合多元互证的形成性评价路
径袁如图 3所示遥

图 3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的路径

渊一冤确立形成性评价理念院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导向
虽然 GAI有提供个性化的智能反馈的潜力袁但它

不能取代人际互动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23]遥 GAI
赋能形成性评价需要摒弃以机器为中心的导向袁确立
以人为中心的评价理念遥以人为中心的形成性评价理
念不仅需要教师的参与验证智能反馈袁而且体现在对
学生学习过程和高阶思维的重视遥

第一袁教师需要验证智能反馈生成遥 智能反馈的
生成不仅依托通用大语言模型袁而且需要建立在学科
知识图谱尧 学科问题库和反馈库等知识库的基础上遥
其中袁学科问题库是针对学科领域高质量的问要答集
合袁反馈库涵盖学科问题解决方法和常见错误袁为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智能反馈遥 教师需要在野回路冶袁参与
设计与检验袁确保智能反馈对学生思维发展具有良好
的引导性遥

第二袁教师需要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遥 在形成性
评价中袁教师不仅要评价学生最终的作品袁而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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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遥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等形
式督促学生的学习过程袁同时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支
架策略促进学生的深度参与遥师生需要具备较高的人
工智能素养袁 如有效使用 GAI的知识和技能袁 能与
GAI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袁 并在各种场景中使用
GAI工具袁批判性地评估 GAI的输出结果袁具备 GAI
使用的伦理和道德意识[15]袁了解 GAI的工作原理袁能
够有效地与 GAI互动袁 从而有效地使用 GAI支持课
堂教学与评价遥
第三袁以人为中心的评价理念更加重视学生的高

阶思维遥 大模型的思维链方法符合人脑的思维模式袁
广泛应用于激发大语言模型的多步推理能力遥通过思
维链方法袁大语言模型具备知识的野涌现冶能力遥 以人
为中心的评价理念需要运用教育提示语工程[28]袁挖掘
大模型的知识涌现能力袁引导学生成为积极主动的参
与者袁而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遥 教育提示语工程可
以使学生掌握与 GAI对话的技巧袁获得高质量的智能
反馈袁保护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袁而不是被 GAI单方
面牵制遥 通过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GAI袁促进学生高阶
思维的发展袁实现更好的学习效果遥

渊二冤转变形成性评价的方式院减轻黑箱模型的影响
由于 GAI工具的存在袁高等教育应该终结以论文

为作业的评价方式[29]遥 为了减轻黑箱模型的影响袁高
等教育需要进一步转变形成性评价方式袁明确过程评
价标准袁学生应该更多地通过协作分享尧汇报交流的
形式袁向教师和同学展示他们的想法遥 为了避免学生
依赖 GAI不假思考地完成作业袁可以布置多模态类型
作业[16]袁同时进一步优化作业要求袁如要求结合课堂
笔记尧小组协作等遥此外袁还可以应用一些先进的抄袭
检测工具以检测学生的作业袁防止学生潜在的剽窃行
为[30]遥 在评价的设计和内容上袁应降低对记忆性知识
的依赖袁将重心转移至所学知识在实践情境中的灵活
运用能力尧问题解决能力袁采用情境化测评袁考查学生
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袁注重高阶思维的评价遥 高等教
育工作者应该转变评价思维方式袁具备提出问题比直
接获取答案更重要袁整合观点比罗列观点更重要的评
价意识[31]遥

渊三冤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院明确人机协同的
边界

为了避免师生对 GAI的过度依赖袁GAI赋能形成
性评价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机协同的边界遥理想的人机协
同并非一切交给机器代劳袁机器并不能代替学生的思维
过程袁尤其是高阶思维的过程遥 为了促进学生高阶思维
的发展袁 需要在独立解决问题和寻求 GAI帮助之间寻

求平衡袁明确人机协同的边界袁为特定领域微调模型袁定
制机器的反馈风格袁并让学生学会用 GAI学习[15]遥

第一袁明确规定 GAI工具的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
用途遥 为了减轻潜在风险和挑战袁应该制定明确的使
用方案袁指导学生如何在课程学习和评价中使用 GAI
工具遥 为学生提供一个明确的框架袁明确 GAI用途接
受的界限袁如使用 GAI进行头脑风暴可以接受袁而直
接复制 GAI的反馈内容作为自己的想法或作业是不
可以接受的袁并引导学生以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声明
GAI工具的使用情况遥

第二袁 有监督地微调模型袁 重新设计反馈风格遥
GAI的开发一般是为其通用目的袁其性能可能因特定
领域训练数据不足而出现偏差[32]遥 为了在教育情境中
更好地应用袁 需要针对特定学科导入领域知识库袁通
过在特定教育领域的小规模数据集上有监督地微调

模型袁 帮助 GAI模型在特定领域变得更加精通和敏
感遥 同时袁通过角色身份设定尧开场语设置尧提问预设
和对话模拟等袁 创建智能反馈问答应用袁 进而改善
GAI的反馈风格遥此外袁还需要兼顾教育价值和目的袁
设计一种定制的启发式尧 引导式和追问式的反馈风
格袁通过提供脚手架尧言语鼓励等反馈袁为学生创造一
个支持性的学习环境遥

第三袁学会用人工智能学习遥 学生会使用 GAI并
不等于用 GAI学习[15]遥用 GAI学习不仅仅意味着会操
作袁还要求学生具备提问策略袁能设计适当的提示语遥
学会用 GAI学习是一个迭代的过程袁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探索和识别获取有效反馈的策略袁进而实现学习目
标遥 这个过程可能并非一帆风顺袁 学生需要测试与
GAI模型交互的最佳路径袁 调整他们对模型的期望袁
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15]遥

渊四冤保障评价的准确与公平院丰富多元反馈互证
为了形成性评价更准确和公平袁教师可以通过教

师反馈尧 同伴反馈和智能反馈等多元反馈相互佐证遥
第一袁 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与反
馈曰第二袁同伴之间相互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互评
与反馈曰 第三袁GAI智能反馈主要指运用恰当的提示
语袁针对具体学习任务袁聚焦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任务尧
过程尧自我调节和个体等层面袁提供针对性的评价与
建议曰第四袁通过融合多元信息与反馈袁将人类评价反
馈与 GAI智能反馈的相互佐证袁 多元参与引导 GAI
评价反馈的过程袁监督 GAI评价的结果袁提高 GAI智
能反馈的准确性遥

已有研究发现袁GAI支持的形成性评价能根据学
习过程数据袁为学习者提供更加精准尧个性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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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提示语 智能反馈

任务

GPT袁你好浴 你是一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专家袁围绕野人
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与风险袁 你认为是利大于
弊钥还是弊大于利钥 冶我们小组的初步观点如下院XXX遥
请你对我们的理解袁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袁进行客观
的详细评价袁并给出具体建议

你好袁很高兴看到你们小组对于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以及
风险的探讨遥 你们的分析充满了深度和洞察力遥 以下是我对你
们工作的评价遥 优点院XXX遥 缺点院XXX遥 建议院XXX遥 希望这些
建议对你们有所帮助

过程

我们小组的在线交流过程如下院XXX遥请你对我们的在
线交流过程袁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袁进行客观的详细
评价袁并给出具体建议

你好浴你们在线交流过程的记录表明了你们的讨论是有条理并
且具有深度的遥 以下是我对你们在线交流过程的评价遥 优点院
XXX遥 缺点院XXX遥 建议院XXX遥 希望这些建议对你们有所帮助

自我

调节

我们的小组分工安排如下院XXX遥请你对我们小组的分
工安排袁 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袁 进行客观的详细评
价袁并给出具体建议

你好浴 你们的分工安排明确且具有针对性袁考虑到了任务的多
个方面遥 以下是我对你们分工安排的评价遥 优点院XXX遥 缺点院
XXX遥 建议院XXX遥 希望这些建议对你们有所帮助

个人

结合研讨情况袁请你从个人的角度袁针对学习者而不是
任务袁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袁进行客观的详细评价袁
并给出具体建议

非常高兴看到你们的研讨过程遥 以下是我根据你们的表现袁从
个人学习者的角度进行的评价和建议遥优点院XXX遥需要改进的
地方院XXX遥 建议院XXX遥 希望我的评价和建议对你们有所帮助

注院XXX表示由于篇幅限制而省略的内容遥

表 1 多维评价反馈示例

反馈[17]遥 GAI智能反馈的主要体现在对任务尧过程尧自
我调节和个人等维度的评价反馈[33]遥 第一袁任务反馈
指针对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提供反馈袁如学生的解决
方案是否正确袁错误的原因及建议曰第二袁过程反馈指
针对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提供反馈袁如是否使用与过
程相关的步骤或策略曰第三袁自我调节反馈指针对学
生完成任务的自我调节过程提供反馈袁如群体协作分
工尧计划进度和元认知策略等曰第四袁个人反馈指针对
学习者而不是任务的评价反馈袁 如对学习者的表扬遥
本研究以野人工智能及教育应用冶课程为例袁结合小组
研讨任务袁通过调用 API接口袁采用 GPT-4对学习过
程进行多维评价反馈袁见表 1遥

渊五冤规范形成性评价伦理院强化多方联合行动
规范形成性评价伦理袁保护学生信息安全袁需要

进一步强化国家尧高校和教师等多方联合行动遥 在国
家层面袁为了在教育评价中负责任地利用 GAI袁需要
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遥 根据叶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曳袁GAI的服务提供者袁应当野使用
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袁增强训练数据的真实性尧准确
性尧客观性和多样性冶[34]遥 另外袁教育尧科技等部门应当
根据各自的职责袁依法加强对 GAI的管理袁引导教师
与学生合理尧安全和负责任地使用 GAI遥

在学校层面袁高校必须明确师生应用 GAI的规范
与边界袁同时确保如何保护和使用师生的数据遥数据隐
私是决定是否使用 GAI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遥 高校必
须制定详细的规则袁 通过具体实践来保护学生的数据
安全和隐私[23]遥在评价实践中袁建立校园网对 GAI的统
一访问入口袁 减少学生的个人信息在外部网络平台泄

露的风险袁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可控遥
在教师层面袁 通过合理设计形成性评价任务袁减

少学业作弊的发生遥防止学业作弊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是教育学生什么是作弊和抄袭[14]遥 对于学生使用 GAI
完成作业的现象袁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袁帮助
学生树立对 GAI的正确认识袁 意识到其潜在危害袁同
时联合家长或监护人袁 加强对学生的智能素养教育袁
提高学生对 GAI使用的道德意识遥 不仅如此袁在平时
的教学和评价中袁为了防范学生滥用 GAI袁教师可以
开展 GAI相关的教育活动袁如告诉学生文本生成和想
法生成之间的区别[35]袁学业不端的界限与后果等遥 为
了让学生安全尧负责任地使用 GAI袁与 GAI一起学习袁
国家尧学校和师生等应多方共同努力袁形成一种安全
使用尧道德诚信和负责任的文化袁以阻止学业抄袭等
学术不端问题袁规范评价伦理袁促进健康的尧安全的尧
有效的学习发生遥

六尧结 束 语

GAI通过智能反馈与多轮对话袁具备赋能形成性
评价的价值与潜力袁有望创设一种新型的人机协同形
成性评价路径遥 本研究聚焦高等教育形成性评价领
域袁在分析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的价值基础上袁从形
成性评价理念尧对象尧过程尧结果和伦理等方面探讨了
GAI对形成性评价的挑战遥针对 GAI应用于形成性评
价的挑战袁本研究总结了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的实施
路径遥 此外袁本研究还厘清了 GAI赋能形成性评价的
价值与挑战袁有利于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助力形成性评价袁 打破技术依赖与思维的藩篱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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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mpower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LU Guoqing, YANG Qin, HE Xiangchun
渊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has already acquired the important ability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multi-round dialogues with humans. Traditional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s
deficient in timeliness and personalization. How to us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optimize the
assessment process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concern in education sector. This study
aimed to provide intelligent feedback through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optimize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and personalization of assessment, which could in turn promote
effective learning.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inductive method, this study focused on formative
assessment.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GAI-empowered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of GAI-empowered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bject, process,
result and ethics. It also proposes the pathway for GAI -empowered formative assess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better GAI-empowered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Feedback; Educational Assessment;
Formative Assessmen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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