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46

智能技术视域下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研究——多元主

体评价的角色定位分析与实践优化

邓万友 饶丹

东北石油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DOI:10.12238/er.v8i3.5901

摘 要：多元主体评价是提升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有效方式，能从多个维度，分层次参与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合智能技术与在线课堂教学的特征，通过对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及

家长四类评价主体的分析，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定位与优势，详细分析了角色定位，明确了执

行难点，提出实践优化策略，为提高在线课堂教学质量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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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subject evaluation i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can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teaching evalua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levels.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through the four
types of evaluation subjects of teachers, students, education managers and parents, the role positioning
and advantages of various subjects are clarified, the role positioning is detailed, the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are clarified, and practical optimization is proposed Strategies to provide ideas for improving
online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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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促进高校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以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法》为指导，在

“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1]的要求下，

展开了对在线课堂教学质量多元主体参与评价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多元主体评价的研究展开了深入研

究，例如，蔡敏[2]（2003）提出了教育评价主体多元化；司

林波[3]（2008）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价存在的问题构建了多

元主体评价模式；熊杨敬[4]（2018）从哲学角度出发，提出

了多元主体参与教育评价共同构的新思路。随着智能技术与

在线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许多学者开始从多学科和数字赋

能等视角进行研究，例如，刘芳等人从多学科视角分析了多

主体参与混合教学体系的构建可能存在积极性[5]。石霞认为

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应基于多主体视角进行教师自评和学

生评价[6];罗生全[7]（2023）认为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呈现

出数字技术赋能的特性；朱德全教授[8]（2024）提出了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综上所述，以多元评

价参与评价的角色定位和实践优化为切入点，兼顾智能技术

和在线课堂教学的特征进行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研究有

实践价值。

1.智能技术对在线课堂教学多元主体参与评价的

影响

智能技术与在线课堂教学的深度结合给各评价主体带

来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挑战。

1.1智能技术对在线课堂教学多元主体评价的积极影响

智能技术给在线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带来了积极影响。

教师评价方面，通过智能系统对在线课堂教师和学生的

行为数据采集帮助教师进行过程性评价；自我评价方面，教

师通过学生访谈、家长反馈和教育管理者的监督能够进行有

效地自我评价；学生评价方面，学生利用智能学习平台进行

自我学习记录、分析和评价，对学习内容及时调整以提升自

我评价意识与能力，除此之外，学生作为评价主体还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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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出发能够对教师进行真实而全面的评价；教育管理者通

过对学生、教师和家长全面真实的数据分析，能够强化对教

学资源、电子设备和课堂质量评价资源配置；对家长而言，

增强家校沟通，帮助教师和学校辅助学生学习，根据对孩子

日常学习的习惯、风格和状态的监督，实时反馈给教师，促

进对学生的综合性评价。

1.2智能技术视域下在线课堂教学多元主体评价的风险

多元主体参与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还存在以下三方

面的风险：一，技术风险。“数据孤岛”问题频发，不同的

教育单位“各自为政”，数据资源缺乏共享性，数据冗杂反

复，在虚拟空间里的教育数据又自带算法设置，因此数据的

“偏好”有所倾斜[9]。二，存在于技术背后的“伦理”风险、

“信息茧房”、“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让在线课堂教学的

质量评价愈发困难；三，多元主体参与评价难度大。在线课

堂教学质量评价参与的人员较多，且因各自的身份角色、信

息储备和视角不同引发了评价协调性问题，教师、学生、教

育管理者和家长的个人数据被分散在不同的数据库，各数据

库之间和部门之间沟通难度较大。

教师难以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学生也无法与教师及时

交流，教育管理者参与评价的宏观决策，家长因身份和评价

能力被限制在外。因此，为确保在线课堂教学评价的科学性

和全面性，需兼顾各评价主体，增强评价视角和角色定位的

属性。

2.多元主体评价的角色定位

教师和学生是评价的主力军，全程参与课堂教学质量评

价；教育管理者和家长参与评价的支持者，为在线课堂教学

质量评价的全面性提供助力。

2.1多元评价主体的评价视角与侧重点

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家长四个评价主体关系密切，

且具备不同的评价侧重点与角色定位（见表 1）。

表 1 多元主体评价的角色定位

评价主体 侧重点 角色定位

教师 教学方法与策略 引导者、促进者

教学目标达成度 评价设计者、实施者

学习评价 数据分析师、教学改进这

学生 师生互动性 学习主体、自我管理者

学习过程 评价者与反馈者

自我能力提升 使用数据者与学习改进者

教育管理者 教学质量监控 质量监控者、评估者

环境支持 决策制定者、资源调配者

在线课堂教学及评价推广 创新引领者、推广者

家长 学生心理 学习监督者、支持者

学习状态 评价参与者、沟通者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掌握着专业知识，专业

教学技能，能够引导学生学习，是重要的评价主体，通过对

资源整合、数据整理和线上工具的应用能设计出符合在线课

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方法。

学生是进行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的主体。参与在线课堂

教学质量评价的过程中，可通过全程参与在线课堂教学，详

细记录教师教学的各类细节对教师进行全方位评价，还能通

过自我学习体验和效果反馈教学质量，进行自我评价。

教育管理者在教学整体规划和执行上，能及时关注到在

线课堂教学质量问题；在环境支持上，能够提供有力的设备

设施、网络服务和教育资源共享服务；教育管理者在推广创

新的在线课堂教学及评价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

家长在关注学生心理、学习状态上有极大的主动性，是

构成多元评价的重要一环。在线课堂教学的实施场所在互联

网，家长不易直接参与进去，因此需要通过视频记录、音频

回放、与教师的沟通等方式来了解孩子的具体学习情况。

2.2多元主体评价的角色定位

教师是引导者、促进者，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达成

学生学习目的，提升在线课堂教学质量。参与评价时，能够

有效结合智能技术，通过智能化评价工具，对在线课堂教学

进行数据分析，以应对各类评价问题。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评价的参与者与反馈者。在线

上课堂教学中，利用智能学习系统、智能导学系统和互联网

进行自主学习，以提升自学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

教育管理者制定相关决策，规范在线课堂教学的发展，

同时合理调配教学资源，为在线课堂教学提供保障。他们能

监控在线课堂教学质量并进行有效的质量评估，及时发现问

题，提出改进措施。

家长是学习监督者与支持者，监督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

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参与家校沟通和共同评价上有着重

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多元主体依据各自的角色定位，共同参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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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能确保评价的客观性。

3.智能技术视域下多元评价主体的执行难点与实

践优化

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家长共同构成了多元评价主

体以参与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但在参与评价难度较大。

3.1执行难点

在线课堂教学结合智能技术的特点，具有虚拟性、开放

性和灵活性的特性，与多元主体参与评价结合后有以下两方

面的难点：

一，各主体参与评价途径少、难度大。教师和教育管理

者因其职位特性和职务便利，参与评价难度较小，但学生和

家长处于评价的边缘地位，一直是被忽视的评价群体，参与

评价时受自身所处环境和信息的限制。

二，各评价主体地位失衡。教师处于评价的中心地位，

有着天然的评价优势；学生长期处于被评价的位置，难以进

行身份转变；教育管理者因职责原因，参与评价的频率较低；

家长处于评价的边缘地位，受身份、环境和信息限制难以发

挥评价主体的身份。

因此，削弱教师评价，重视学生评价，强化教育管理者

评价，增强家长评价才能实现科学全面的在线课堂教学多元

主体评价。

3.2实践优化

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家长参与在线课堂评价是

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见表 2）。

表 2 多维度评价

评价主体 实践优化 目的

多维度评价 教师 智能技术培训 强化教师评价工具的使用能力

评价理论和方法培训 促成更合理的评价方案提出

学生 开展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活动 提升自我评价意识和能力

评价反馈 帮助学生参与评价和指导，提升评价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

教育管理者 建立长效评价机制 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数据管理分析 提升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家长 开展家长培训活动 提升参与评价意识、能力

建立家校沟通机制 共同关注学生成长、提升评价的客观性

3.2.1增强多维度评价

第一，加大教师评价培训力度。教师是主要的评价者，

对智能技术的使用关系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和教学评价的发

展。开展智能技术培训，强化教师对智能教学平台和评价工

具的使用能力，能提高教师实施评价的能力；强化评价理论

和方法培训能够使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设计出更

合理的评价方案。

第二，培养学生的评价意识和能力。组织学生开展自我

评价和同伴评价活动，让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

成果进行评价，对同伴的学习进行评价，提高学生的评价意

识和能力。同时，提供评价指导与反馈，教师应给予学生评

价指导和反馈，帮助学生掌握评价的方法和技巧，提高评价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第三，完善考评机制建立科学的在线课堂教学评价标准，

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并且加强教育管理人员的数据意识、数

据分析能力，增强环境支持和优化服务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

第四，增强家长的参与意识和评价能力。开展家长培训

活动，组织家长参加，提高家长对在线课堂教学的认识和了

解，增强家长的参与评价意识和参与评价能力。完善家校沟

通机制与途径，加强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以提高评

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3.2.2实行分层次评价

多维度评价只能明确各类评价主体的职责范围，并不能

互相参与评价，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分层次评价（见表 3）。

第一，教师作为评价主体对学生、家长、教育管理者的

评价；

第二，学生作为评价主体对教师、教育管理者和家长的

评价；

第三，教育管理者作为评价主体对教师、学生和家长的

评价；

第四，家长作为评价主体对教师、学生和教育管理者的

评价。

表 3 分层次评价

评价主体 评价客体 评价范围

教师 学生 课前学习准备、课堂学习、课后学习反思

教育管理者 教学环境支持、教学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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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教师学术背景、专业技能和教学效果

学生 教师 课前教学准备、课堂教学过程和课后教学反馈

教育管理者 网络设备支持、教学资源服务

家长 资源支持、学习支持

教育管理者 教师 课前教学资格、课堂教学质量、课后教学效果

学生 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参与性、课后成绩分布

家长 家长职业、学历背景、相关性投入

家长 教师

学生

教育管理者

课前预习、课堂教学过程、课后作业辅助

预习状态、课堂积极性和课后作业完成度

环境建设、参与评价开发度和教学平台质量

4.结语

多元主义参与在线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具有较大的实践

意义，通过与智能技术、在线课堂教学特点相结合，平衡各

评价主体占比，明确各评价主体职责与评价侧重点，从各评

价主体的视角出发，实施多元主体评价，构建多维度和分层

次评价有助于高校在线课堂教学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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