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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数字证据依赖造成的评价僵化与
教师群体性突围

教学环境的数字化将教师的教学尧评价尧反思尧
改进都包裹在数据中遥 当前教师习惯相信并使用数
字化平台所提供的学生评价[1]遥 野数据利维坦冶这一概
念正是对数据和算法在教育评价中日益增长的强大

影响力的隐喻[2]遥 它象征着一种潜在的风险袁即评价
过程可能变得过于依赖数字证据袁 从而导致评价实
践僵化遥 这种依赖不仅可能限制教师的创造性和专
业判断袁还可能导致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忽视袁因为复
杂的人类行为和学习过程难以被完全量化[3]遥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袁 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袁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尧专业性尧客观性 [4]遥
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循证理念逐渐渗透到教学实施尧
学生学习指导尧课堂改进等场景中袁教师如何在数字
场景中保持高水平的评价反馈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和

充满挑战 [5]遥 循证教学重视证据在教学评价中的使
用袁具备有效使用证据完成评价尧确保评价可靠性与
有效性的能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遥 尤其
近年来教育评价活动不再被视为教学活动结束后的

附加环节袁而是贯穿于教学全过程[6]遥
针对这一变革袁 传统教师评价素养已经较难维

持有效管理和评价实践的开展袁野教师数字评价素
养冶成为教师亟须提升的素养遥 叶欧盟教育者数字素
养框架曳 中将数字化评价列为教师数字素养五大核
心构成要素之一袁 要求教师通过批判性分析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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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学习进度尧 学习表现和学习进步的数字化证
据袁并应用数字评价工具有效检测学习行为[7]遥 也有
研究将其界定为 野教师在技术赋能的环境中所应该
承担的角色冶[8]袁 通常划分为四个构成要素院 评价态
度尧评价意识尧评价知识尧评价技能 [9]袁其中评价态度
和评价意识作为基座对评价活动有决定性作用遥 许
多政策对教师评价素养提出要求袁 如能够高效利用
人工智能工具开展自我学习和学生学习评价尧 应用
或开发智能化工具以支持自适应学习过程尧 利用数
据评价学生能力等[10]遥 有别于工具性的机器评价袁教
师所具备的数字评价素养并非单纯地依靠数字证据

对学习者进行单一维度评判袁 而是在个体与共同体
经验的指导下袁充分借助先进技术展开理性评价尧结
合野以人为本冶的个性评价理念实施对学习者的全面
评价袁同时强调富技术环境的支持[11]袁这亦是数智时
代教师从野评价过程执行者冶向野评价过程智慧化创
生导引者冶转变的关键所在冶[12]遥可见袁当算法和数据
结果无法被完全信任的时候袁补充教师经验直觉可
提升教学评价结果有效性遥 经验直觉与数据创造性
组合是有限循证视域下教师数据评价素养的形成

基础袁然而其构成和形成机制少有探讨遥 基于此袁本
研究试图探讨教师如何突破野数字证据依赖冶形成
数字评价素养袁 规避数据证据冗余造成的评判失
误袁洞察教师个体间交流和经验互鉴是如何催动数
字评价素养的形成并进而影响教师评价实践的遥 从
野主体意识外显化冶和野客观线索主体化冶两个视角袁
探查教师如何在野数据利维坦冶的强大影响力中群
体性突围袁 利用其专业判断和教育智慧来对抗评价
僵化的趋势遥

二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代表性抽样法袁 从北京市和浙江省

两个地区的中学选取 20位一线教师作为访谈对象袁
覆盖语文尧数学尧英语尧历史尧道法尧生物尧物理尧化学
等学科袁 这些教师均具有循证教学研究经历或参与
过数字化教学研讨活动袁 且在公开课等教学评比中
使用了数字化平台并获得较高评价遥 每位研究对象
接受了不少于 1次深度访谈袁均以面对面方式开展遥
经过初步整理渊如删除语气词等无效表达尧与访谈无
关内容等冤获得 20份共计 24万字文本资料遥以深入
挖掘研究对象在使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评价过程中

产生的困惑和感想袁 探索教师数字评价素养的形成
机制遥 本研究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如下院渊1冤请简述您

使用数字工具开展教学评价的时长及典型应用案

例袁并阐释对野数字技术赋能评价冶的理解遥 渊2冤与传
统评价工具相比袁 融入智能技术的评价工具在目标
设定尧过程实施尧结果应用上有哪些本质差异与互补
空间钥 渊3冤请结合具体事例说明院您在采纳智能评价
结果时曾产生哪些质疑钥 这些问题的根源及您的应
对策略是什么钥 渊4冤同行对数字评价结果的态度如何
影响您的决策钥 请描述一个您借鉴/调整他人经验的
具体情境遥 渊5冤请列举四个标志性事件袁分别体现院对
同侪经验的选择性学习尧对数字工具的充分信任尧对
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怀疑尧 基于数字反馈的教学改进
创新遥

渊二冤数据分析过程与工具
1. 基于扎根理论的概念提取院 形成有限循证理

念下教师数字评价素养的构成要素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能够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

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袁对行动作出更加适切的选择遥
可见教师数字评价素养并不存在于外部的评价标准

中袁 而存在于教师个体和群体对自有数字评价实践
的判断尧能力的认同尧行动的意愿尧过往素养获得经
历的审视中[13]遥 扎根理论的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
上建立理论 [14]袁首要任务是建立宏大理论与微观操
作性假设之间的实质理论袁既适用于特定时空袁亦具
有普适性遥扎根理论通过悬置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袁充
分挖掘研究对象潜在的特有视角和深层次经验袁能
够形成外部视角研究的局限性和偏差遥 本研究通过
扎根理论对教师访谈资料进行编码袁 试图从教师主
体自身视角来回应野教师需要何种数字评价素养钥 冶
野教师个体的数字评价素养如何形成钥 冶野共同体的群
体经验如何校准教师个体的评价能力钥 冶这三个核心
问题遥

2.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的语言信息分析院
探查素养形成中个体间经验流动与互鉴

本研究基于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三大元功
能理论对访谈对象的语言表达进行深层含义挖掘袁
将语体的概念功能尧人际功能纳入分析维度[15]遥 增添
Martin评价理论作为研究野数字评价素养冶形成过程
中的人际功能袁 即个体间数字评价经验的相互作用
与影响 [16]袁反映对话语境下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和亲
疏关系遥该评价理论认为袁讲话者的主观态度存在于
其言语材料中袁即讲话者如何表达赞成/反对尧喜欢/
厌恶尧支持/批评袁探讨讲话者如何通过文本构建共
同的情感和价值观的语言机制遥 其中人际功能参考
彭宣维的汉英评价意义分析手册进行划分[1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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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构成要素院有限循证视域下教师数字评价
素养的关键表征及其形成

渊一冤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
本研究利用 MAXQDA软件对访谈获得的 19份

文本资料进行编码袁操作过程参照 Juliet M.Corbin等
人提出的扎根理论方法程序 [18]袁直至不再产生新的
概念条目遥 最后以第 20份文本进行检验袁显示达到
理论饱和遥 编码过程及示例如下院

开放式登录遥悬置研究者对教师评价能力尧数字
环境评价供给可能性等多重判断袁 从研究对象的陈
述中挖掘其个体经验袁 尊重客观数据袁 并进行概念
化遥 例如袁访谈中有教师提到数字平台在评价中的
可供性问题院野假如它是一道选择题袁或者对一道问
题有标准答案式的理解袁这个就是能比较快地在课
堂上生成出来袁就是我们的教学环节当中袁有很多
不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遥 所以相对来说袁 我觉得有
一些浮于表面渊N-023冤冶袁可以概念化为野理解数字平
台可供性冶遥

关联式登录遥 教师对学业评价持有的看法以及
由此作出行动选择的一种心理倾向袁 意味着教师在
开展评价活动的时候相信什么尧坚持什么袁用怎样的
评价理念看待评价过程或结果遥 教育数字评价相比
于传统教育评价袁要求教师更新评价观念尧发展与数
字时代相契合的教育评价理念袁 突出过程取向的评
价理念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尧任务完成过程袁审慎
推动技术工具应用于教学评价活动袁 从利用数字工
具完成数据采集尧 算法建模转向利用数据要素来影
响教育实践袁 因此可将与此相关的一级编码进一步
归纳为野迭代评价理念冶遥

核心式登录遥 如教师教学实践中所需的知识之
中袁包含评什么尧为什么评尧怎么评等评价实践的陈
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袁 在此基础上教师还需要具
备一定的使用数字工具的基础知识袁 包括了解数字
技术方法尧类型和操作袁以发挥智能技术作用的基础
支撑曰同时保持批判性的审慎态度袁从实践问题出发
最终回到实践问题袁 因此将与此相关的二级编码进
一步提炼为野实践性评价哲学冶遥

渊二冤构成要素的基本框架
经过扎根理论三级编码袁本研究最终形成如表 1

所示的 野有限循证理念下教师数字评价素养基本框
架冶遥 在数字时代中袁教师的数字评价素养由以下五
个基本要素构成院 自主性评价特质尧 深层性评价认
知尧实践性评价哲学尧开放性评价态度尧系统性评价

能力遥 强化有限循证情境下教师经验直觉与数据的
交互机制袁 突出智能时代教师评价素养的动态性与
批判性遥评价者展现合理自信袁意味着在教师观点与
数字证据发生冲突时能坚持己见袁 而且在确保数字
证据准确性的前提下袁对自我观点保持适当质疑遥评
价者保持批判性思维袁对数据和技术持审慎态度袁认
识到技术与数据存在合理性与有限性袁 此外保持对
数字评价的热情袁 掌握评价基础知识和数字评价的
专业知识袁 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和工具以完成高质量
评价工作袁 同时关注自身及技术平台的不足并提出
改进措施袁反思评价过程并寻找改进途径遥

表 1 有限循证理念下教师数字评价素养构成

要素的基本框架

渊三冤核心要素的形成过程
为揭示教师数字评价素养的群体生成机制袁本

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语言框架袁重
点解构教师在 野数据要经验冶 张力下的认知协商过
程遥 通过追踪 1685条态度标记语段的互动特征渊见
表 2冤袁 发现教师群体通过价值协商要能力对标要情
感共振的三重路径袁 最终实现数字评价经验的协同

核心维度 二级范畴 三级概念

自主性

评价特质

合理自信
乐于沟通曰坚持主见曰保守理性曰适
当自我怀疑

平衡力 经验要数据互证机制曰协商包容

实证精神
证据层级管理曰正视客观谬误曰矛
盾消解策略

深层性

评价认知

评价本体知识 评价范式迁移曰元评价框架

数据素养
擅长收集处理曰掌握分析方法曰多
源数据耦合曰清晰释义

识别可供性
理解平台可供性曰判断数据可供
性曰评价模型可供性

实践性

评价哲学

工具实践智慧
主动尝试新工具曰探索技术适配策
略曰工具改造能力

批判性技术观
有限信任取向曰反身性优化机制曰
技术谦逊取向曰技术批判能力

经验实践取向 共同体生产知识曰失败值得共享

开放性

评价态度

证据敏感与

质疑

信息熵值感知曰批判性审视曰识别
偏见

迭代评价理念
评价指向改进曰反身性优化机制曰
更新理念与技术

沟通互鉴
参与共同体活动曰共享同侪经验曰
动态校准意识

系统性

评价能力

循证决策能力 编织证据网络曰容忍模糊决策

韧性调节能力
管理不确定性曰监控元认知曰风险
缓冲网络

精准改进能力 提供有效反馈曰调适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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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分类型 占比%

判断

类型 占比%

鉴赏

类型 占比% 分类型 占比%

意愿性 态势性 3.5
反应性 84.1

冲击 21.2

愉悦性 10.3
悲伤/欢呼 28.6 能力性 67.6 品质 78.8

恐惧/喜爱 71.4 可靠性 7.0
构成性 10.2

均衡性 23.7

满意性 21.3
乏味/兴趣 24.1 适当性 9.8 复杂性 76.3

高兴/不高兴 75.9 真实性 1.8 估值性

安全性 2.2
安静/烦乱 81.8 模糊 10.3

总计 100真诚/虚假 18.2
总计 100

总计 100

标记语段数 1163 889 1685

情感

类型

5.7 要 要

66.2 要 要

进化与集体认知的生态重构遥
1. 价值协商院技术可供性的群体认知图式
在鉴赏维度中袁野反应性冶态度占比 84.1%渊冲击

21.2%/品质 78.8%冤袁 表明教师通过持续的价值协商
建构技术认知框架遥 这种群体性认知活动体现为教
师个体在评价工具试用阶段通过比较数字报告与传

统经验间的解释力差异袁如野平台生成的学情热力图
比我的课堂观察更具颗粒度冶袁从而共享对技术效度
的判断标准遥 野品质冶是态度系统中表达反应风格稳
定性的指标袁当 78.8%的反应性聚焦于野品质冶时袁实
际上揭示了教师共同体正在建立技术采纳的黄金

律要要要教师间评价经验体系的共享以证据有效性的

判断为前提袁 只有当数字工具的解析维度与教学经
验的关键观测点形成映射时袁 教师群体才会将技术
纳入评价证据体系遥 经验与证据结合的探索具有复
杂性袁 表现在技术平台提供的复杂教学证据和改进
手段如何融合与应用的不确定性袁 这在实践经验缺
乏尧教学自信不足的新教师身上尤为明显遥

2. 能力对标院专业共同体的实践性知识生产
判断维度中野能力性冶态度占据 67.6%袁折射出

教师通过经验互鉴实现的能力校准机制遥 当教师将
数字评价报告渊如课堂参与度雷达图冤与自身经验
判断进行交叉验证时袁 实质上在进行双重能力建
构院既通过数据反观自身教学决策的盲区袁如访谈
中教师提到野原来自认为有效的提问策略袁在应答
分布数据中呈现明显偏差冶渊E-043冤袁同时又通过共
同体讨论解构算法的评价逻辑袁如野平台将耶学生屏
幕停留时长爷等同于专注度是否合理钥 我持怀疑渊态
度冤冶渊B-042冤遥 这种双向反思催生出教师群体特有
的批判性数据素养袁进一步强化野可靠性 7.0%冶与
野适当性 9.8%冶袁 以对抗教师在数字评价实践中展
现出的对算法偏见的警觉意识以及数据潜在价值

判断的缺失遥

3. 情感共振院经验共享中的认知风险缓冲
情感维度数据揭示出经验互鉴的情感动力机

制遥 高达 66.2%的意愿性态度与 28.6%的 野悲伤/欢
呼冶情感并存袁说明教师群体通过情感共享缓冲技术
认知风险遥新手教师在初次接触智能评价系统时袁其
81.8%的野安静/烦乱冶情绪往往通过师徒制交流得以
疏解袁如访谈中教师提到野资深教师分享数据误判案
例后袁我的技术焦虑显著降低冶渊H-117冤遥 这种情感
支持网络促成群体认知韧性的提升袁 表现为使用后
期的野高兴/不高兴 75.9%冶袁并推动教师情绪从宣泄
转向技术改进渊恐惧/喜爱 71.4%冤遥

4. 共识生成院 数字环境中教师间评价共识的动
态形成

态度积极性分析显示袁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占
比相当袁形成建设性张力遥 这种看似矛盾的数据分
布袁恰恰印证教师共同体通过经验互鉴正在形成有
限信任共识院既承认数字评价在证据广度上的优势
渊如野情感冶中野意愿性冶占 66.2%尧野反应性冶中野品
质冶占 78.8%冤袁同时又通过群体实践确立技术使用
的边界条件渊如 76.3%的野复杂性冶评价指向对算法
简化教育情境的批判冤遥 在野判断冶中袁教师发展出具
有专业特质的证据权重分配智慧要要要当数据与经

验冲突时袁教师选择启动共同体审议渊如野态势性尧
能力性尧可靠性尧适当性尧真实性冶共占比 89.7%冤袁
而非单向采信任一证据源或放弃经验交流互鉴

渊野模糊冶10.3%冤遥

四尧互鉴机制院数字评价实践中教师共同体的
经验互鉴与认知校准

野共享现实冶 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Hardin和
Higgins提出的袁 指的是个体通过人际沟通获得的对
共同经验的感知遥 该理论整合了人际关系与认知过
程袁为解释刻板印象尧社会知觉尧人际沟通尧自我概念

表 2 基于人际功能语言特征分析教师个体间经验交流互鉴的态度类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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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形成与传播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19]遥 数字教育
生态中袁教师群体基于野共享现实冶建构起动态演化
的评价实践认知网络要要要通过价值协商尧能力对标尧
情感共振与共识生成的四维互鉴机制袁 个体得以突
破数据孤岛袁逐渐形成自主性评价特质尧深层性评价
认知尧实践性评价哲学尧开放性评价态度尧系统性评
价能力袁 实现数字评价素养的协同进化遥 如图 1所
示袁 有限循证视域下基于共享现实的教师数字素养
形成过程, 既是技术理性与专业直觉的博弈融合袁亦
是教师共同体对抗野数据利维坦冶的集体实践遥 图 1
显示了教师个体经验偏差如何通过群体共识网络被

识别寅解构寅重组寅内化袁最终形成抵抗野数据利维
坦冶的认知免疫系统遥

图 1 基于野共享现实冶的教师数字评价素养形成中

经验互鉴与认知校准机制

渊一冤共享评价标准院认知差速下的动态互鉴
教学目标的设定是教学设计的核心内容袁 教学

评价是检验教学目标是否达成的重要手段遥 教师群
体之间教学观的差异直接导致教学评价标准的大相

径庭[20]遥教师处于复杂的社会群体环境中袁个体通过
沟通尧观察和互动袁调整自身观点以与他人达成一
致袁从而形成对评价标准的共同目标导向 [21]遥 利用
元评价框架与动态校准意识的协同作用袁驱动群体
性评价范式的迭代升级袁有效防止非发展地区教师
的个体评价理念脱嵌与教学文化理念脱钩[22]遥 教师
群体基于证据网络编织构建共享参照系袁通过反身
性优化机制对既有标准进行批判性解构袁并在共同
体生产知识中重构共识遥 此过程既依赖批判性审视
消解个体认知偏差袁又通过教学系统调适实现标准
落地袁最终形成兼具稳定性与开放性的评价标准动
态生态系统遥 评价标准共享的认知能增强教师群体
内和技术人员的互助联结并减少不确定性评价标

准的共享遥
渊二冤共享失败案例院隐性知识在群体中的显性

转变

教师群体通过数字评价失败案例的共享实践袁
在技术谦逊的态度取向中袁 促使个体隐性知识向群
体显性认知的转化遥从失败教学实践经验中产生的隐
性评价智慧袁 不仅促进教师个人经验的纵向深度挖
掘袁还进一步横向丰富教师群体的实践知识库遥 但隐
性知识的有效传递受到知识共享意图尧共享环境和共
享技术支持的影响[23]袁教师元评价反思能力通过提升
认知情绪可以有效改善隐性知识的共享效果 [24]遥 通
过同侪经验的共享完善元评价力框架袁 减轻教师技
术应用压力与认知消极情绪袁有效消解技术恐惧袁营
造非完人的技术应用环境遥利用群体情感缓冲袁降低
认知防御袁 借助证据层级管理区分技术失效与人为
失误袁使教师游离于合理自信的边界袁保持适当的自
我怀疑遥教师依托元评价力形成失败归因分析思路袁
利用批判性审视识别失败案例中的技术陷阱和思想

惯性袁 也为教师积极共享知识经验形成良好的环境
氛围遥

渊三冤共享自我指导院直觉型经验的个体间流动
教师通过直觉型经验的共享袁 在协商包容与共

同体生产知识的协同作用下袁 实现个体实践知识向
群体实践范式的跃迁遥 自我指导不是简单的线性过
程袁涉及试错尧情境偶发事件以及工具改造能力的具
身化重构遥此过程中存在难以言说的直觉型经验袁且
大部分都是零散尧未验明的[25]遥 组建教师共同体的教
师个体基于实证精神袁将碎片化尧未验明的实践智慧
提炼为可迁移的显性经验遥 教师群体将直觉经验与
具体教学场景动态匹配袁利用情境化重构尧验证直觉
经验的准确性 [26]袁使直觉型知识突破学科复杂性的
认知壁垒袁解构其默会性特质袁生成可传递的真实经
验遥 这种深度的共享有助于其他教师更全面地理解
教学评价的整体环节袁 并鼓励教师根据教学实践进
行创新和个性化的调整遥教师凭借自身直觉经验袁将
其转化为符号化形式袁并在具体情境中进行重构袁以
此构建起一个准确度高尧 验证度强且能够高效传递
的评价实践知识库遥

渊四冤共享场域情感院人际信任网络的知识转移
教师共同体身处同样繁杂混乱的实践场域袁在

时间表达和空间特征上具有极高的相似性遥 因此共
同体的教师个体间具备情感共享的基础袁 以及理解
彼此的需求和痛点袁 这也是实现教师个体间深度交
流的关键之处遥 教师之间是否形成人际信任对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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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获取和交流有很大的关联性遥 校长作为教师网
络中的中心人员袁其德行和仁慈品质能营造互利互信
的友好学校氛围袁 进而推动教师之间的相互信任[27]遥
跨学段尧 跨学科教师网络联结强度与教师网络结构
中心性和关系维度相关联袁 中心节点教师展现较高
的知识共享倾向袁 而边缘节点教师也更倾向于向中
心节点教师发起互动袁 这种双向资源流动机制有效
促进了教学经验的跨层级传递袁 最终形成具有自组
织特征的专业发展动态互惠机制遥 当教师处于困苦
情绪中袁相较严肃正式活动袁非正式场合下的交流更
能促进情感的快速连接袁 这种基于日常交往所建立
的情感关系袁 减轻了分享者与交流者之间的社交压
力袁 使分享者降低分享知识风险的心理危机和交流
者的社交低位不适感袁 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知识共
享遥教师群体通过情感共享实践袁在人际信任的情感
共振机制的作用下袁 形成知识转移的情感关系信任
网络遥

五尧启示与展望院如何提升数智时代
教师的评价素养钥

渊一冤增强教师之间人际信任以促进数字评价经
验的共享

教师间人际信任的建立与隐性知识的获取及共

享具有显著关联性遥研究表明袁缺乏良性人际互动关
系时袁 激励机制与技术支撑体系均难以有效促进知
识共享遥尽管数字教育评价工具已广泛普及袁但其生
成内容因难以适应教学情境的复杂性与随机性需

求袁 常导致教学设计在实践场域中出现学生互动阻
滞与认知障碍等问题遥 教学实践本质上并非单纯应
用书本中的陈述性知识袁 而是教师通过知识内化形
成的实践性智慧袁 这决定了教学评价需融入人际协
作要素遥通过教学前协同研讨尧群体教研等专业共同
体活动袁可构建教师间信任网络袁促进隐性知识的交
互转化遥 在此过程中袁教师需发展双向沟通能力袁包
括运用积极性反馈策略尧精准解析学生认知反馈袁以
及建立基于教学情境的对话机制袁 从而实现教育智
慧的有效传递与教学实践的迭代优化遥

渊二冤培养教师对数据批判性分析的专家直觉
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专家直觉建构体现为数据批

判性分析能力的系统性培育袁 要求教师通过知识转

化机制实现从陈述性知识到实践性智慧的动态迭代

过程遥具体而言袁教师需在实践共同体中完成双重转
化院其一是基于情境认知的具身化知识重构袁通过解
构要重构的辩证过程袁 慎思接收数字平台生成的反
馈建议和评价手段袁 将评价理论转化为包含教学情
境参数与学习者特征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曰 其二是基
于复杂适应系统的信息代谢机制袁对多元数据源袁包
括学生表现矩阵尧 同侪反馈网络及智能评价系统输
出袁进行批判性解码与创造性整合袁形成具有生态效
度的评价决策模型遥 该过程本质上是教师认知框架
与教学情境持续交互的双向建构机制袁 其核心在于
发展出能够识别数据潜在偏差尧解构技术黑箱逻辑尧
生成情境化解决方案的专家型实践智慧遥 这种专业
直觉的培育需依托教师主体性反思循环要要要即在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中袁 通过行动研究不断校
准评价范式袁 最终形成既符合技术伦理又具备教学
适切性的数字评价素养遥

渊三冤提供持续性支持尧针对性培训和常态化进
修项目

在持续性支持和针对性教师培训进修项目中袁
为教师提供专题培训或教学研讨袁 指导教师在数字
化场景中进行有效教学评价袁 强化教师数据采集规
范认知尧统计分析方法论及机器学习技术应用能力袁
可促进评价范式从经验驱动向证据驱动的转型遥 同
时鼓励教师秉持开放接纳尧主动学习尧批判性思维尧
创新应用的态度袁构建包含技术工具批判性审视尧算
法偏差识别与数据效度验证的复合能力框架袁 以此
平衡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教育本质的价值理性遥
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对教学评价的支持袁 理性分析数
据袁避免过度依赖数字结果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
适应数字化教育的发展袁 将过程性评价数据与总结
性评价进行多模态融合袁 教师合理审视数据的准确
性袁形成教师野直觉冶袁最终形成兼具技术适切性与教
育人文性的智能评价实践范式遥 区域层面建立评价
生态系统优化机制袁 通过数字工具的系统整合 渊如
LMS平台与学习分析系统的数据互联冤 实现教学策
略的动态调适袁 开展系统化尧 常态化的教师研修项
目袁提升教师教学策略调整能力袁能够基于实时反馈
的个性化教学重构能力袁 包括教学节奏调控与差异
化内容适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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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onents and Mutual Learning Mechanisms of Teachers' Digital
Evaluation Literacy from A Limited Evidence-based Perspective

LU Hang, ZHANG Shuo
渊Institute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teachers utiliz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s to shape their own digital evaluation capabilities to resist evaluation biases
caused by singular evidence. Using in -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depicts the composition of teachers'
digital evaluation literacy from a limited evidence-based perspective across five dimensions: autonomous
evaluation traits, profound evaluation cognition, practical evaluation philosophy, open evaluation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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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Mechanism, Risk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I-driven
Teaching Refor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XIAO Fuyun
渊School of Education,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745000)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iven teaching refor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PT)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needs to be led by innovation and supported by theory.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logic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mbedded in the teaching of IPT courses, and to face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risk and algorithmic bias, privacy and ethical security risk and data sharing limitations, the alienation risk
of the subject role, and the cognitive outsourcing trap brought by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to IPT courses. It
is imperative to contemplat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education, harness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with clear value orientations,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educational wisdom empowered by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the intelligent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ough strong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 of "moral cultivation through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IPT cours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eaching
Reform; Internal Mechanism;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 capabilities. Employing a 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ramework to code the
interview dat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utual learning and cognitive alignment mechanism among
individual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cy form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value negotiation,
capability alignment,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onsensus generation. It is found that shared evaluation
standards, shared failure cases, shared self-guidance, and shared contextual emotions constitute necessary
processes for teachers' digital evaluation literacy to form and mature.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eachers' evaluation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age: enhancing interpersonal trust
among teachers to facilitate the sharing of digital evaluation experiences, fostering teachers' expert intuition
to critically analyze data, and implementing targeted training and regula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Keywords] Limited Evidence -based; Teacher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Evaluation Literacy;
Component; Mutual Learn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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