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智慧课堂教学评价 

通过前期的学习，我发现智慧课堂确实能够给传统课堂注入新的活力，但是我又有些新的

疑惑。我能否在课前就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我能否及时知道我的学生学会了多少？学得怎么

样？我能否清晰直观的看到学生的学习效果？最好还能够有个简易的分析报告。 

答案是 YES！智慧课堂教学评价能够帮助晓彤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什么是智慧课堂教学评价呢？ 

它与传统教学评价有什么区别？ 

它的一般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本节课让我们跟晓彤一起来学习智慧课堂教学评价的内涵、过程与典型案例。  

智慧课堂教学评价是指在智慧课堂中，以培养具有高智能和创造力的人才为目标，借助新

兴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与工具，采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对智慧课堂中教与学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

测量，并作出科学精准的价值性判断的过程。 

而我们更关注的是智慧课堂中对学生学习和结果的评价。智慧课堂教学评价的智慧之处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采用新兴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如采用大数据、云计算、

学习分析等技术 

（2）做出科学精准评价，即对智慧课堂教学现状及学生的

学习过程和结果情况进行测量，并根据其可视化数据作出精准判

断。 

 (3）提供智能学习决策，即根据数据判断结果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诊断，预测和反馈，并

对之后的学习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和决策方案。 

那么，智慧课堂学习评价与传统课堂教学评价有哪些区别呢？ 

首先，在评价目标方面，传统评价目标是甄别和选拔，老师热衷对学生排名次、比高低，

只有少数所谓的优秀者能够体验成功的快乐，大部分学生则成为失败者。而智慧课堂教学评价

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即突出评价的激励与控制功能，以提升学习者素养技能、促进学习者 

发展为评价终极目的。  

其次，在评价内容方面，传统教学评价内容比较单一，以认知领域的评价为主，重点考察

学生对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记忆和理解。而智慧课堂教学评价除了传统学科知识以外，更重视学

生的核心素养的评价，尤其是创新能力、态度和习惯、学习兴趣等的评价。 

最后，在评价方式方面，传统课堂教学评价形式比较单一，以笔试考试为主，过多的注重

量化的结果。智慧课堂教学评价方式更为智能，采用了云计算、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新兴智能

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实现评价数据的智能收集、评价数据的可视化分析、评价结果的实时反馈，

并实现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的有机结合。 

一般而言，智慧课堂教学评价的过程包括以下六步： 



                                                 

 

（1）确定评价目标。评价目标的确定是影响评价质量和效果的根本因素。智慧课堂教学

评价的目标不仅局限于知识的掌握、技能的习得，还包括情感态度的养成以及创新精神的树立

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2）构建评价指标。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依据学习者外在学习特征和内在心理特征，构

建智慧学习评价模型，并确定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应具有理论依据和可操作性。 

（3）收集评价数据。利用平台自动获得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相关数据。如依托

智慧学习环境中智能设备，自动记录与监控学习者的学习活动、过程。 

（4）分析评价数据。利用平台自动分析数据，以可视化形式呈现分析结果，比如，饼状

图、柱状图等。 

（5）做出价值性判断。在评等定级、差异比较、达标程度、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价值性

描述和判断。 

（6）进行智能学习决策。结合智慧课堂教学评价目标，为学习者提供智能诊断、学习预

测、学习反馈、学习建议等，进而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发展。 

     下面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看看智慧课堂教学评价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节佛山市南海的初中数学课《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 

     

     本节课依托南海朝阳学堂平台，在课前学习阶段采用云计算、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 

     利用南海微课、灵动课堂、电子作业、在线批改等资源和功能，对学生学情进行精准诊

断，为翻转课堂的“课中教学”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设计过程。 



                                                 

    （1）确定评价目标 

本案例所选的教学内容为初中数学《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该课要求学生达到的目

标有三方面：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此外更加重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 

 

    （2）构建评价指标 

教师预先建立体现上述教学目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推送微课资源及课前检测题，以此诊断

学生的预学情况。（《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课前检测题） 

 

 

    （3）收集评价数据 

     主要是利用电子书包自动监控和记录功能，收集学生“课前学习”完成检测题的有关数

据。  



                                                 

     (4)分析评价数据 

     利用电子书包自动阅卷功能，以及自动生成的统计分析图，对评价数据进行分析。 29  5.

作出价值性判断。  

    （5）作出价值性判断 

根据电子书包中记录、分析的数据情况可得出以下诊断结果：通过“课前学习”，学生对

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较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重点问题和提升练习部分，检测效果不佳；

2）学生练习情况差异明显。 

    （6）进行智能学习决策 

通过对“课前学习”的智能诊断，为“课中教学”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一是

针对重难点问题，采取合作探究式教学；二是针对学生差异显著问题，采取分层教学。 

 
     本案例的更多资源可以在本课程的平台中找到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