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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与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的深入推进 袁 表现性评价 渊Performance
Assessment冤 作为一种超越传统标准化测验的评价方
式袁受到广泛关注遥 表现性评价为当前我国学生评价
改革提供了有效途径袁已在各级教育的学生评价体系
中得到应用袁旨在衡量学生的学业表现与技能掌握情
况袁评价学生的高阶思维和素养等袁并进一步支持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控遥 然而袁表现性评价仍存在数据
采集范围有限尧主观评价偏差和反馈针对性不强等关
键问题[1]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袁尤其是人工智能
技术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解决

方案遥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曳尧教育部印发的叶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

革深化行动方案曳均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袁提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尧专业性尧有效性遥现有部分研究阐
释了智能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评价过程与方法尧
创新评价内容与模式尧提升评价的数字化水平与评价
质量等[2-3]遥 因此袁本研究基于表现性评价的价值取向
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尝试以数据采集尧评
价过程与评价反馈为抓手袁构建并阐述技术赋能表现
性评价的实践框架袁探讨其具体的实践路径袁以期推
动智能时代表现性评价的创新发展遥

二尧表现性评价的价值取向与实践问题

渊一冤表现性评价的价值取向
在二十世纪标准化测验盛行之际袁以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尧多元智能理论为代表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催生
了对新型教育评价的需求[4]遥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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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袁人们开始质疑并反思标准化测验的局限性袁如测
验内容关注低阶的知识与技能尧忽略学生差异尧与实
际学习生活脱节以及难以全面评价学生能力等遥 因
此袁表现性评价作为应对标准化测验局限性的一种方
式而再度兴起袁已在许多国家尧地区和学校中作为大
规模外部管理评价项目或课程教学评价方式得到应

用遥 在概念定义方面袁布兰德渊Bland冤等认为袁表现性
评价通过创设一定的任务情境袁不仅能够引发尧记录
和评价学生在任务情境中的过程表现与结果袁而且还
能以超越实际分数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学习

体验尧兴趣与动机[5]遥 波帕姆渊Popham冤认为袁表现性评
价是通过让学生学会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来测量学生

的状态袁该过程既要求学生生成建构反应袁评价者也
要观察学生的建构过程袁并对其行为表现进行评判[6]遥
本研究认为袁表现性评价是指评价学习者在任务情境
中的过程表现与结果遥 它注重学习者的行为表现尧知
识的理解程度[7]尧高阶思维能力[8]和核心素养[9]等评价

目标袁强调通过学习者完成任务的表现袁衡量其在评
价目标方面的真实水平遥

表现性评价的回归与兴起反映了教育对多元尧多
维的高阶思维能力与素养评价的需求袁体现了评价从
重视选拔性评价向强调发展性评价的转变袁是培养适
应未来社会需求人才的必然选择遥表现性评价强调评
价要回归育人本位袁 着力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遥 它倡导从单一的知识考核转向能力与素养评价袁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遥表现性评价将高阶思维能力尧素养
等有意识地贯穿于评价设计与实施的全过程袁 发挥评
价的野指挥棒冶作用袁进一步促进教学过程尧教学内容等
发生深刻变化遥表现性评价注重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袁
尊重学校尧教师尧学生尧家长等多元主体的地位袁能够促
进评价的多元化和全面化袁 并激发了各方参与评价的
积极性遥 表现性评价从单一的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和
发展导向袁视学生为完整的个体袁聚焦于学生的现实需
求和未来发展袁 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及其与真实生活的
关联袁强调学生的自我发展意识与自我调节能力遥

渊二冤表现性评价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一线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在过程性评价和总

结性评价中积极探索表现性评价的应用袁积累了一定
的研究成果袁推动了学生评价改革袁但表现性评价的
研究与实践仍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袁这阻碍了表
现性评价的应用与发展袁也影响了社会对其评价结果
的认同[10]遥

一是学习表现数据采集不全面遥 当前袁课程教学
中实施的表现性评价在技术应用方面较为有限袁且多

依靠相对传统的表现性任务袁如纸笔形式的表现性任
务袁其倾向于强调学生最终提交的个人作品袁而难以
实时尧持续地采集学生的过程表现数据等袁从而限制
了数据采集的广度与深度袁不利于对高阶思维能力和
素养等评价目标开展客观尧科学尧全面的评价遥
二是评价过程主观性较强且耗时耗力遥当前表现

性评价主要通过人工评分方式对采集到的学生个人

作品等进行评定袁该过程耗时耗力袁且依赖于评价者
自身的判断力以及评价规则的可操作性遥评定过程会
受评价者主观经验等影响袁易产生评价误差或评分者
效应[11]袁且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评定工作袁难以
及时地提供评价结果与反馈遥
三是评价结果的应用与反馈效果欠佳遥表现性评

价常被作为一种过程性或总结性评价手段袁评价者倾
向于将表现性评价结果直接等同于分数或等级袁这在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表现性评价的其他作用袁如提供详
细反馈尧关注自身任务表现及其改进尧激发学生持续
参与等[12]袁从而影响了评价反馈的针对性遥

三尧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实践框架

技术为表现性评价提供了智能化的新机遇袁也为
其解决实践难题提供了有效途径遥为了更好地利用技
术解决上述表现性评价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袁构建与
未来的人才需求尧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的学生评
价体系袁需要进一步探索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实践
取向遥 在技术与表现性评价融合创新的过程中袁应依
循以下理念院一是创新评价方式多元化遥 表现性评价
的多元化包括评价目标尧表现性任务尧评价主体以及
评价功能的多元化袁 其核心聚焦于促进个体的发展遥
二是发展数据驱动的评价遥使用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尧学
习分析等技术采集学生的多元学习表现数据袁强调数
据在评价中的基础地位袁并通过数据分析以优化评价
效果遥三是教学尧学习和评价一致性发展遥评价不再是
教或学之后的一个孤立环节袁而是贯穿于整个教学和
学习过程之中[13]袁共同促进学生的发展遥

在此基础上袁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技术赋能表现性
评价的理论基础袁旨在为评价实施提供理论依据遥 野证
据中心设计冶渊Evidence-Centered Design袁ECD冤 是一
个基于证据推理原则的系统化教育评价方法袁致力于
解决复杂技能等高阶思维能力的测量问题袁可为评价
提供设计开发框架袁并倡导积极整合相关技术以获取
证据袁开展基于证据的推理袁被认为是一种数据驱动
的教育评价范式[14]遥 ECD理论主要由学生模型尧证据
模型和任务模型三个核心模型构成遥 其中袁学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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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需要通过评价来测量的目标袁以促进可观察行
为的操作化曰证据模型明确了哪些特点需要被呈现及
其所占权重袁以及对应的评价规则等曰任务模型是指
设计基于情境的测评任务以诱发学生在评价指标方

面的行为表现袁 进而获取证据模型所需要的证据遥
ECD理论与表现性评价相契合袁可用于指导高阶思维
能力和素养的表现性评价设计[15]遥
综上所述袁本研究针对表现性评价在实践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袁 提出了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实践框
架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实践框架

渊一冤坚持以育人目标为指引袁确保评价设计与实
施的一致性

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袁表现性评价
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调指向高阶思维能力与素养

发展的育人目标袁 并将其作为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遥 育人目标是教育活动的核心袁表现性评价的设计
必须围绕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展开袁才能真正发
挥育人作用遥从 ECD理论来看袁表现性评价的设计需
要先确立指向高阶思维与素养发展的评价目标袁并将
其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表现袁进而才能开展基于证据的
推理过程袁其证据的获取尧分析与推断应围绕能够直
接或间接体现学生高阶思维能力与素养发展的行为

表现或信息遥 基于 ECD理论的表现性评价是一个紧
密相连的链条袁每个环节都是围绕高阶思维能力与素
养目标而展开遥 育人目标是评价实施的出发点和归
宿袁决定了表现性评价的方向和内容袁确保评价内容
和方式都服务于学生高阶思维能力与素养目标发展遥
同时袁对多模态数据的探索与应用[16]袁不仅为表现性
评价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袁也为提升表现性评价育
人成效奠定了数据基础遥 例如袁朱莎等以信息素养为
评价目标袁 基于 ECD理论构建了学生信息素养任务
模型袁通过基于 xAPI的过程性数据采集与存储尧观测
变量的抽取与处理等袁以实现数据驱动的学生信息素

养评价[17]遥
渊二冤提高数据采集质量袁保障评价的客观性
表现性评价的关键在于获取学生的学习表现数

据遥 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因资源和技术限制袁其数据
采集范围窄且效率低袁难以充分支持过程评价与复杂
学习结果的量化遥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可通过智能化
采集尧大数据尧学习分析等技术袁对学生学习表现的过
程性尧多模态数据进行全方位尧多层次尧立体化的采
集袁从而更科学尧全面尧客观地呈现学生的真实情况遥
技术的效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院第一袁拓展数
据采集的广度遥学生学习表现数据不再局限于学生单
次提交的作品袁还应涵盖学生的课内外尧线上线下行
为表现尧认知与情感等多维数据遥 学习表现数据的不
同来源可以在支持数据互补验证的基础上袁全方位理
解学生在特定领域的真实水平袁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
性与可靠性遥第二袁挖掘数据采集的深度遥通过丰富表
现性任务的呈现方式尧利用相关技术系统平台等途径
实时采集细粒度的多元学习表现数据袁包括学生在线
行为和历次作品评分等结构化数据袁以及文本尧视频
和图片等非结构化数据袁可为评价提供丰富尧有价值
的数据资源袁 有助于保障数据的完整性与客观性袁并
提高数据分析与解释的精确度遥 第三袁突破数据采集
的时间限制遥 无论是学生的行为数据袁还是在技术系
统平台中的交互数据袁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实时
采集袁获取动态数据流袁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在特
定领域的变化情况遥 第四袁提高数据采集的效率与准
确性遥 相比于人工数据采集和处理工作袁技术赋能表
现性评价可通过智能教学平台尧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
伴随式尧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处理袁既减轻了人力和
时间成本袁也提高了数据采集的效率与准确性遥例如袁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基于小雅智能教学平台实时尧自动
地采集大学生在专业课程中的 13个在线学习行为指
标袁包括课程任务完成情况尧在线讨论尧资源浏览尧学
习时长等袁以探究混合式学习情境下大学生在线学习
行为特征[18]遥

渊三冤推动人机协同支持的数据分析袁提供发展性
评价结果与反馈

如何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准确衡量学生在

特定领域的实际水平袁这是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重
点遥学习表现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直接影响评
价的有效性和质量遥 随着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和机器学
习等技术的发展袁表现性评价正在逐渐从人工评价转
向人机协同的评价袁以发掘数据潜能袁提高评价效率
与效果遥 人机协同的评价依靠技术尧算法和模型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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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海量数据并揭示潜在趋势袁然后再由专家基于初
步分析结果提出见解和解决策略遥这一过程强调体现
人的价值袁 旨在突破技术至上和算法偏见的限制袁将
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相结合袁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袁
驱动多元学习表现数据分析的实施[19]遥 例如袁宛平等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了人机协同评价实践

模式袁 并以主观作业评价作为实践案例加以应用袁研
究发现人机协同评价与教师评价结果之间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20]遥 另外袁通过人机协同支持的数据分析袁评
价者能够高效地为学生提供发展性评价结果袁即关注
学生的个体差异袁能够呈现其在特定领域的具体优劣
势及其成长轨迹[21]袁如学生个人发展报告等遥 教师可
利用技术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功能对采集到的连续性

数据进行分析袁及时捕捉学生多元学习表现数据的变
化趋势袁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袁进一步为学
生提供及时尧详细尧针对性的反馈与建议遥

渊四冤促使学生开展反馈调节袁引领个体自我发展
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核心在于如何促使学生

开展反馈调节以推动自身学习与发展遥表现性评价与
发展性评价在最终目的尧 功能取向方面较为一致袁且
更注重过程表现袁强调采集和分析关键数据以反映学
生的实际水平袁 针对其优势与不足提供具体建议袁以
促进学生发展[22]袁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对于评价
结果与反馈的应用仍缺乏有效的认识与策略遥 因此袁
推动学生合理应用评价结果与反馈以促进其发展是

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重要环节遥技术赋能表现性评
价主要借助技术手段设计开发评价反馈系统袁为学生
提供实时的尧发展性的评价反馈袁发挥评价的育人导
向作用袁实现以评价促进学习尧以评价促进发展遥这种
评价反馈系统融合了外部评价和自我评价的结果袁丰
富了评价结果的内容与维度袁并将评价反馈作为学生
参与后续表现性任务的基础袁从而优化评价结果的应
用袁发挥评价的导向尧诊断尧调控和改进等作用遥 具体
而言袁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
协助教师为学生及时提供发展性评价结果与反馈袁并
鼓励学生依据相应的评价规则进行自我评价遥在外部
评价和自我评价的结果与反馈共同作用下袁促使学生
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表现水平尧优势和不足袁激发学
习动机袁并通过自我调节等方式改善学习实践袁将这
些改进应用到未来的学习实践之中以形成良性循环遥
例如袁杭州市天长小学在语文学科评价中基于学生学
习表现数据和学生综合评价系统袁生成了学生综合素
养发展画像及评价报告袁 并通过建立学生作品样例
库尧系统推送与线上展示等方式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23]遥

四尧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实践路径

渊一冤构建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支持环境袁支撑
评价工作的开展

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支持环境的构建可为表现

性评价实践提供稳定支持遥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支持
环境将推动表现性评价从传统经验主导的评价转向

数据驱动的评价袁使评价过程更科学尧客观尧准确和高
效遥 研究将从数据采集尧处理分析以及评价反馈三个
主要技术应用场景出发袁支持课程教学中技术赋能表
现性评价的实践应用遥 一是整合人工智能尧大数据和
智能化采集等技术袁对学生在参与任务时所产生的行
为表现数据尧认知数据尧情感数据等进行全过程尧伴随
式采集遥这些数据不仅展示学生的特定领域表现及其
结果成效袁还反映其变化与成长遥 此外袁利用大数据尧
智能技术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袁汇聚全过程尧海量的
多元学习表现数据袁 以解决表现性评价中数据限制尧
量化困难以及客观公正不足等问题[3]遥 二是依托学习
分析尧数据挖掘尧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对多元学习表
现数据进行智能处理尧 数据深度挖掘和诊断分析袁提
高评价效率遥这种客观和量化的数据分析有助于评价
者对具体表现指标进行科学分类袁建立不同类别水平
所对应的标准参照数据集袁精准尧客观地描绘学生在
特定领域的表现遥 同时袁还可利用自动分析和训练来
构建预测模型袁从而对学生的个人作品等非结构化数
据进行智能评分遥三是结合人工智能尧可视化技术等袁
将评价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袁生成学生个体的数字画
像及个性化发展报告遥这不仅让教师尧学生尧教育管理
者和家长能够及时尧直观地理解评价结果袁还有助于
激励学生在学习中开展自我调节遥

渊二冤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框架袁促进评价的规范与
成熟

标准体系框架是优化资源配置尧 提升效率的手
段袁同时也是衡量评价质量和发展程度的基准遥 本研
究认为袁可通过加快制定技术标准尧数据标准尧质量标
准和管理规范袁强化对标准的认识和应用袁推动评价
工作向规范化和成熟化发展遥 第一袁技术标准是技术
赋能表现性评价中数据采集尧处理尧分析及反馈所使
用技术的性能效率尧运行稳定性和系统兼容性等基本
规范遥 技术标准的研制可通过遵循国家技术标准尧借
鉴国际技术标准尧制定地方技术标准和参考行业技术
标准四种形式[24]遥 另外袁技术标准体系的研制也需结
合技术成熟以及教尧学尧评需求适时调整袁以形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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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尧相对稳定的体系结构[25]遥 第二袁数据标准是保
障学习表现数据内外部使用尧交换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的评价规范依据遥 在数据标准的支持下袁多元学习表
现数据的采集尧存储尧汇聚尧管理和保护成为可能袁有
利于促进不同技术系统之间的学习表现数据交换[26]袁
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学评价体系中多类型数据的

汇聚遥第三袁质量标准是对评价内容的描述与规范遥它
需与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特征保持高度一致袁并为
后续研究实践提供一个实用的分析框架袁具体涉及评
价设计尧信效度尧评分一致性等袁以及监控评价实施过
程的质量袁如学生参与度尧与课程教学的关联程度尧公
平性等议题袁进而确保评价的有效性尧可靠性与可推
广性[27]遥 第四袁管理规范是服务于技术赋能表现性评
价的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尧制度等举措的总称袁包括评
价任务的方案制定和组织管理尧 评价者的责任划分尧
评价结果的应用策略和组织机制等袁可进一步确保资
源的高效配置袁让评价者有章可依遥

渊三冤优化评价过程与技术工具袁推动评价的可持
续发展

优化评价过程与技术工具对推动技术赋能表现

性评价的稳步实施与长久发展至关重要遥其主要目的
是确保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在不同教育阶段尧 学科尧
专业和应用场景中袁针对各评价主体能够合理有序地
开展袁同时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尧诊断尧调控和改进等
作用遥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习
和发展袁这就意味着评价理应从课程整体视角进行审
视与思考袁即与教学活动紧密相连袁融合成一个和谐
的整体袁实现教学尧学习和评价三者的协调配合[28]遥 为
此袁教师与相关研究者需要着力打破评价与教学分离
的局限袁在野教要学要评一致性冶的背景下找准技术赋
能表现性评价的角色与定位袁在整体上明晰技术赋能
表现性评价的功能与作用遥 在此基础上袁围绕当前教
育评价改革的需求袁 贯彻国家相关政策文件要求袁针
对最新修订的课程方案与标准尧教育理念尧教学设计尧
学习方式尧评价设计与实施等领域开展试点研究与技
术攻关袁通过行动研究尧基于设计的研究等方法袁探索
分析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实际效果与作用体现袁并
据此对评价过程与技术工具进行迭代优化袁不断完善
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实践框架袁探究技术赋能表现
性评价在不同学段尧学科尧课程中的有效实施策略遥

渊四冤建立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运行机制袁确保评
价的有效运行

高效推进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袁关键在于建立完
善的运行机制袁保障其效率和质量遥 技术赋能表现性

评价不单是一种评价方式袁也是我国教育评价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系统内各级决
策提供有效支撑袁如指导课堂教学改进尧为更广泛的
综合素质评价及国家与区域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遥 因
此袁我们应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两手抓袁以课程
教学为切入点袁建立野评价要反馈要改进冶机制袁持续
提升实际应用的效果袁并为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的未
来发展提供稳固支撑遥 首先袁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的科学评价体系袁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袁支持技术赋
能表现性评价的设计与实践遥该评价体系可涵盖评价
的理论框架尧目标定位尧实践路径和潜在数据来源等
内容袁指导评价的设计与任务呈现尧评价实施等遥 其
次袁加强对师生参与评价过程的有效监控袁建立互动
反馈机制遥 借助技术环境尧自我报告以及课堂观察等
手段实时监控学生的表现尧参与程度与体验袁以便评
价者能够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尧学习动机和可能
遇到的困难袁 并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其克服困
难遥 同时袁对评价任务内容尧流程及其效果进行监控袁
为后续评价的改进与完善提供依据[29]遥 在此基础上袁
建立并完善学生与评价者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袁为学
生提供接受外部反馈尧 提出疑问和需求的稳定渠道袁
协助评价者优化评价过程遥 最后袁多元评价主体共同
参与以推动评价的持续改进遥多元评价主体通过评价
结果与学生反馈等内容定期进行效果检验与评估袁通
过多轮评价实践与干预动态调整评价实践袁涵盖目标
设定尧任务呈现尧数据采集与分析尧反馈机制尧技术优
化与评价实施迭代等方面袁 共同构建符合我国实际
的尧高质量的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体系遥

五尧结 束 语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解决表现性评价所面临的诸

多挑战提供了新的机遇遥本研究从学生评价改革推进
的现实需求出发袁 探讨了表现性评价的价值取向袁针
对表现性评价在实践中存在的学习表现数据采集尚

不全面尧评价过程主观性较强且耗时耗力尧评价结果
的应用与反馈效果欠佳等问题袁构建了技术赋能表现
性评价的实践框架并阐述了四大实践路径遥 然而袁本
研究仅是技术赋能表现性评价研究的起点袁要真正实
现科学尧专业和客观的评价仍须久久为功遥 未来技术
赋能表现性评价的研究需紧扣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路向定位袁探寻与学生评价尧教师评价等领域改革重
点任务的契合点袁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袁推动表现性
评价改革创新袁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奠定坚实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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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tering problem-solving skill in peer interactions at an early age can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an individual's future work and life. At a time w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evolve, 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oid robot-assisted education on the problem-
solving skills of young children in peer interactions needs to be explored. The study selected 70 4- to 5-
year -old children from kindergartens as intervention subjects, forming experimental group 1 (n =27),
experimental group 2 (n=20), and control group (n=23). The educational experimental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umanoid robot on children's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peer interac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umanoid robot had a significant overall impact on children's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peer interactions, with clear promotional effects on peer problem attribution, generation of diverse
method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behavioral strategies. But they failed to improve children's skill in
predicting behavioral outcom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humanoid robots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roblem-solving skills of young children in peer interactions was discussed. A three-dimensional guarantee
of humanoid robot-assisted education was constructed, consisting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pedagogic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 self -limitation of humanoid robots in intervening to improve
complex social skills such as predicting behavioral outcomes was analyzed.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helpful in providing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practices based
on humanoid robots.

[Keywords] Humanoid Robo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Problem -solving Skills in Peer
Interacti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ity;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Abstract] Technology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also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ccordingly, the study discusse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uch as incomplete data collection of learning performance, subjective and
time -consuming evaluation process, and ineffective application and feedback of evaluation results in
practice, and then built a prac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empower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cluding adhering to the goal of nurturing people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in evalua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ata collection to guarantee the objectivity of evaluation,
promoting data analysis supported b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o provide developmental results and
feedback, and promoting students to carry out feedback regulation to lead individual self-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four major practical paths for technology-
empower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e., constructing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 -enabl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o support the evaluation; improving the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maturity of the evaluation;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d technical tool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and establishing an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technology-empower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evaluation.

[Keywords] Technology Empower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Curriculum Instruction;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Assessmen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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