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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能化评估的大时代正在来临，也必将来临。这是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必然结果。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希冀在广泛的合

作与激烈的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找到自己的未来，关注本国和本地区教育在世界教育中的位置，辨别其优劣，打造世界一流

的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这亟需教育评估提供专业的论证和服务。

发端于 19世纪末的现代教育评估大体经历了四代：第一代是以工具导向、测量为标志的评估；第二代是以目标导向、描述为

特征的评估；第三代是以决策导向、判断为特征的评估；第四代是以价值导向、共建为特征的评估。这四代评估都难以满足当代教

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上也难有大作为，迭代升级到第五代评估已是大

势所趋。我认为，第五代评估至少有三点至关重要：一是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无论是评估者还是被评估者，人始终处于评估的中心

位置，无论怎样监测、怎样评估，都不能“去人化”，恰恰相反而是应该更加人性化；二是服务导向，一切教育评估必须以服务于人、

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根本宗旨，不仅仅限于目标、决策、价值等导向，也不仅仅限于鉴赏、研究等服务；三是手段更加智能化，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教育评估。这样的评估，可以称之为服务导向的教育智能化评估。近现代以

来，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我们的教育评估理论、技术、方法等都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四代评估更迭的浪潮中始终处于跟随

者位置。为此，必须率先抓住第五代教育评估发展壮大的时机，抢占教育智能化评估的制高点，从“跟跑”走向“并跑”，继而实现

“领跑”，发挥其引领导航作用。

这需要在建设教育智能化评估公共平台上着力。由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广泛参与，在国家、省市和区县智慧教育平台中嵌

入教育智能化评估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与教育实践活动的终端链接，实现互联互通，便于实时远程监测；与教育大数据库连在

一起，将收集到的教育信息结构化为大数据，储存起来并用于评估；与教育智能化分析联系起来，可以根据需要利用人工智能出

具监测评估报告，供教育专家进一步深化和修正；与教育服务平台链接起来，可以自动化推送有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建议等意

见。有了这样的大平台就像构筑起了一座高原，各评估机构可以基于资质、信誉、专业水准等根据相关授权开展教育监测评估，在

高原上建设智能化评估的高峰。

这需要在构筑教育智能化评估体系上着力。这个体系包括教育评估的理论、规则、标准、工具、技术、方法等子系统。可以利用举

国体制优势，集中权威的教育评估和科研机构进行教育智能化评估体系建设的集体攻关，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

研究制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势的评价工具，并积极对外推介，不断提升我国学术和学科评价的全球影响力。

这需要在培育教育智能化评估高端机构和品牌上着力。深化教育管办评、放管服改革，给予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更优惠的政

策和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各评估机构也要不断增强教育标准研发、教育动态监测、教育大数据集成、教育智能化分析评估、教育

权威认证、教育智力服务、教育评估研究和教育评估人才培养等能力；建立健全教育原理研究、尺度确立、常模建立、监测评估、认

定认证和延伸服务等工作链条；通过原始创造、引进再造、升级改造等多种形式发展教育评价品牌，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影响力。

这需要在求解教育智能化评估的时代命题上着力。教育智能化评估是综合性的、成体系建制的评估，有能力也必须回答好五

个基本问题：一是基于大数据描述，回答“你是谁”，目的在于读懂评估对象，这是教育评估的前提；二是基于尺度和状态，回答

“怎么样”，目的在于审视评估对象，这是教育评估的核心，应然的“怎么样”就是尺度、标准，实然的“怎么样”就是评估的结果、结

论，丈量二者之间的距离就是评估的核心工作所在；三是基于智能化分析回答“为什么这样”，目的在于透视评估对象，这是教育

评估的关键；四是基于数据常模和创造性解决方案回答“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目的在于提升评估对象，这是教育评估的根本；五

是基于教育评估的增值服务回答“我能为你做什么”，目的在于助力评估对象，这是教育评估的延伸。在回答这些问题中，我们如

果能够提供具有中国智慧、世界意义的解答方案，就能占领教育智能化评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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