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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学生互评能够有效弥补教师评阅和机器评分的局限，是适用于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情境的重要
评价模式。然而，现阶段对在线互评模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尚缺少基于实证的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对

一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ＭＯＯＣ）的学生互评、自评和教师评分等数据的比较，得出在线互评模式的信度、效
度、影响因素和学生认可度等初步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互评模式的评分者间信度并不理想，但综合考量多

个评分结果的前提下，该模式能够为在线学习者提供较为一致可靠的最终得分。学生互评结果和教师评分结果

的相关性系数高达０．６１９表明，该模式同时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此外，对课后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在线学习
者对互评模式总体持积极态度，认可互评活动对反馈获得、课程投入和高阶思维培养等的有益影响。这些发现

和结论对完善和改进面向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的评价模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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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５年中国互联网年度热点洞察报告》显示，
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２０１５年达到１１９２亿元，用
户达到７２２７万人，涵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
培训及学前教育等领域。然而，在线教育迅速发展

的背后亦伴随着对其教学质量的质疑。其中比较突

出的一个问题是其“教学评”体系的不完善：现阶
段尚缺少针对大规模在线学习活动的合理有效的评

价模式和机制（Ｋａｕｚａ，２０１４；Ｐｉｅ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为例，庞大的学生规模使授

课教师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批改每份作业，而机器

评分又不适用于评估复杂的学习成果，如项目设计、

艺术作品及论文报告等 （高地，２０１４；熊瑶等，
２０１６）。在线评价机制的局限性导致大量在线课堂
重教学内容而轻测评，学习活动被简化为单向的信

息接收而缺乏双向实时的反馈与评价，严重影响了

在线教育的教学效果和社会认可度（顾小清等，

２０１３；康叶钦，２０１４；Ｍｅｈａｆｆｙ，２０１２）。
为解决在线教学规模化所带来的评价难问题，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于２０１２年推出定标同伴评估（Ｃａｌｉｂｒａ
ｔｅｄ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简写为 ＣＰＲ）模式。该模式将传统
课堂内教师负责的评价活动众包给广大在线学习

者，引导学生使用预先设定的评分标准为彼此的作

业进行打分和提供反馈，旨在尽可能减少教师参与

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提高在线评价的准确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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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及时性。然而，当前针对这一互评模式的实证研

究还比较匮乏，对开放在线教学环境中学生互评活

动的信度、效度和优缺点尚缺少系统论证。因此，本

研究依据在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上的 ＭＯＯＣ的教学经验
和收集的学习数据，考察学生从设计到实施互评活

动的全过程，并分析他们的评分数据和反馈结果，系

统检验学生互评在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中的实际效

果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具体来说，本研究旨在回答

以下三个问题：

１）学生互评能否为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情境
提供可靠有效的评价手段？

２）哪些潜在因素影响该情境下学生互评的信
度与效度？

３）学生互评为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带来哪些
潜在的益处和问题？

二、相关文献研究

（一）学生互评概述

学生互评，也称同伴互评，其核心是组织学习者

对能力相当的其他学习者的学习作品或表现进行水

平、价值或质量的考量和判定（Ｔｏｐｐｉｎｇ，２００９）。互
评结果通常是量化的评定得分，有时也以文字评价

的形式呈现。在很多情况下，互评结果包括上述两

种形式，是它们的有机结合（Ｌｕ＆Ｌａｗ，２０１２；Ｓｔｒｉｊ
ｂ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学生互评作为一种学习评价方
式有着悠久的历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Ｂｉｌｌ
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７；Ｂｕｔ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５）、社会科学（Ｆａｌ
ｃｈｉｋｏｖ，１９９４；Ｏｒｐｅｎ，１９８２）、医学（Ｈａｍｍｏｎｄ＆
Ｋｅｒｎ，１９５９；Ｍａｇｉｎ，１９９３）、商学（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９５；
Ｋａｉｍａｎｎ，１９７４）、二语习得（邓郦鸣等，２０１０；韩冰，
２００９）和工程技术学科（Ｆｒｙ，１９９０；Ｏｌｄｆｉｅｌｄ＆
Ｍａｃａｌｐｉｎｅ，１９９５）等多个学科领域。

学生互评将教师从繁重的审阅任务中解放出

来，极大地减轻了教学工作量。此外，文献研究表明

互评活动本身也能促进学习的发生，为学生带来许

多潜在的益处，如学习的主人翁精神和自治精神

（Ｂｒｏｗ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Ｒａｃｅ，１９９８），更高的学习动机
（Ｖｕ＆Ｄａｌｌ＇Ａｌｂａ，２００７），更强的社交存在感（Ｓｔｒｉｊ
ｂｏｓ＆Ｓｌｕｉｊｓｍａｎｓ，２０１０）以及高阶思维和元认知能
力的发展等（Ｍｏｋ，２０１１；Ｔｏｐｐｉｎｇ，２００９；Ｗ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然而，这些潜在益处不能完全说服师

生在教学过程中将互评作为主要评价方式（Ｃｈ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Ｍａｇｉｎ，２００１；Ｓｔｅｆａｎｉ，１９９４），对学生能
力的不自信而导致的对互评结果信效度的质疑是该

模式受阻的主要原因（Ｆａｌｃｈｉｋｏｖ＆Ｇｏｌｄｆｉｎｃｈ，２０００；
ＭｃＧａｒｒ＆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２０１３）。

（二）学生互评的信度与效度

学生互评模式的信度与效度文献研究主要集中

在传统面授课堂教学，鲜有针对自主在线学习情境

的探索（Ｃ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Ｆａｌｃｈｉｋｏｖ＆Ｇｏｌｄｆｉｎｃｈ，
２００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互评结果的信度一般
由不同评分者对同一作业的评分一致性判定。互评

结果的效度通常通过计算学生打分结果和专家打分

结果的相关性系数得来，相关系数越高，证明互评结

果的效度越高。一般认为，任课教师对授课内容有

着深入了解，能够对学生的表现或作业给出准确、公

正的分数和评价，因而文献中专家角色几乎都由任

课老师担任。换言之，文献中讨论的学生互评信度

和效度也可以看成学生评分者间信度以及“教师学
生”评分结果的聚合效度。

很多研究揭示了学生评分结果和教师评分结果

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由此可以证明学生的专

业知识水平虽然不如教师，但是基于多个学生互评

的最终分数具有较高的效度，因而有相当的参考价

值。例如，法契科夫和戈德芬奇（Ｆａｌｃｈｉｋｏｖ＆Ｇｏｌｄ
ｆｉｎｃｈ，２０００）曾对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９９年间发表的５６项
关于学生互评的量化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学生

评分结果和教师评分结果显著强相关（ｒ＝０．６９）。
也有学者针对在线教学（Ｂｏｕｚｉｄｉ＆Ｊａｉｌｌｅｔ，２００９）和
中学教育（Ｓａｄｌｅｒ＆Ｇｏｏｄ，２００６）情境下的学生互评
效度进行研究并得出了相同结论：学生互评在以上

两种教学情境中都有极高的效度，与教师评分的相

关系数分别介于 ｒ＝０．８８－０９１和 ｒ＝０．９１－
０９４之间。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少数文献报告了学
生互评模式低效度的证据，在一些教学事件中学生

评分结果和教师评分结果分歧较大（Ｃｈｅｎｇ＆Ｗａｒ
ｒｅｎ，１９９９；Ｋｏｒｍａｎ＆Ｓｔｕｂｂｌｅｆｉｅｌｄ，１９７１；Ｍｏｗｌ＆
Ｐａｉｎ，１９９５）。

与互评效度方面已有大量文献不同，互评信度

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研究者很少关注互评结果背

后学生打分一致性问题。对互评信度的忽视将直接

影响对其效度的判定，因为一个高效度的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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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是稳定、一致与可靠的，必须同时满足较高的

聚合效度和评分者间信度两个条件（Ｇａｙ＆Ａｉｒａ
ｓｉａｎ，２００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混淆了信度
和效度概念，对统计分析结果做出了错误解读（Ｔｏｐ
ｐｉｎｇ，２００９）。根据学生互评模式中评分者数目、评
分者选择方式不同等，文献中给出了不同的计算互

评信度的统计分析方法，如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Ｈａａｇａ，１９９３）、比例方差（Ｍａｒｃｏｕｌｉｄｅｓ＆Ｓｉｍｋｉｎ，
１９９５）和组间相关系数（Ｃ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０３）等。相关统计结果总体表明学生评分者在互
评任务中能够给出较为一致和可靠的分数。但如果

要对学生互评的信度做出更肯定和普遍的推论还需

要更多来自不同教学情境的实证研究证据。

一些学者着重考察了影响学生互评信效度的因

素。例如，法契科夫和戈德芬奇（２０００）研究发现，
学生使用复合分数按照预先指定标准对学术作品进

行互评得到的评分结果更接近教师的评分结果，进

而将“分数结构”“作业类型”“评分标准”确定为影

响互评信度的重要因素。此外，“评分者的数目”也

是影响互评分数信效度的重要因素。赵光洙等

（Ｃ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发现，每增加一个学生参与作业
评分都将显著提升评分结果的信效度。另一方面，

一些通常被认为会影响学习评价的因素，如学科领

域、课程难度和学生态度，则被证实对互评信效度的

影响十分有限（Ｆａｌｃｈｉｋｏｖ＆Ｇｏｌｄｆｉｎｃｈ，２０００；ＭｃＧａｒｒ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２０１３）。

综上所述，相关文献研究从总体上支持学生互

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并指出一系列可能影响互评

结果信效度的潜在因素。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些

研究大多基于大学面授学分制课程的教学情境，这

种情境具有学生人数少、构成相对同质、教师能够全

程监控指导等特征。相关研究发现是否适用于学生

人数规模化、组成成分多元化的大规模开放在线学

习情境尚不可知，亟待进一步检验与探索。

（三）来自ＭＯＯＣ的证据
基于众包概念的定标同伴评估（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在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上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不少
教师、学生、学者和媒体的注意：不少人从教师或学

生角度描述了 ＭＯＯＣ课堂中使用学生互评的教学
体验；在热门媒体网站和个人博客上关于学生互评

的有效性、优越性和局限性的讨论也是持续不断、逐

步升温（ＭｃＥｗｅｎ，２０１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３；Ｎｅｉｄｌ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３；Ｒｅｅｓ，２０１３；Ｗａ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总之，关于学生
互评这种评价模式，人们的看法分歧较大。例如，里

斯（Ｒｅｅｓ，２０１３）描述了她在一门世界历史ＭＯＯＣ的
学习体验，认可为自己作业评分同学的专业与客观，

并承认自己认真努力完成的作业往往能够获得更高

分数。奈德林格（Ｎｅｉｄ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则道出了很多
ＭＯＯＣ学生对互评结果的不满，认为有相当一部分
上课的学生并不具备评判作业质量的资格，且很多

人评分只凭个人喜好而没有参考教师给出的评分标

准。麦克尤恩（ＭｃＥｗｅｎ，２０１３）和沃特斯（Ｗａ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进一步指出在ＭＯＯＣ中使用学生互评的一些
潜在问题，如反馈质量参差不齐、缺少互惠感和社区

存在感，以及质量监控与调控的缺失等。当然，这些

关于ＭＯＯＣ环境中学生互评效果的论断很多都是
主观感受，没有经过实证研究验证。同时，基于实际

ＭＯＯＣ评测数据而得出学生互评效果的研究十分
匮乏。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

本研究收集和分析的数据来自于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
上的ＭＯＯＣ“地图与地理空间革命”（ｗｗｗ．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ｏｒｇ／ｃｏｕｒｓｅ／ｍａｐｓ）。该课程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２０１３年开设的一门为期五周的地图绘制和地
理空间分析入门课程。本文第三作者安东尼·鲁宾

逊是该课程的主讲老师，第一作者罗恒参与了课程

设计和实施过程。４８９８４名学生注册这门课程，但
最后一周仍活跃的学生只有８７０７人。根据７５５１名
学生在课程结束之后填报的人口特征数据显示：选

修该课程的大部分是男生，女生只占３０％左右；约
６１％的学生是全职工作时间之余学习课程；学生平
均年龄是３６５岁；超过８０％的学生有本科或以上
学历，其中最高学历为本科的占３３８％，研究生占
３９１％，博士生占８％；３０％左右的学生来自美国，
其余学生来自世界各国，以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居多。

３０６４名学生通过了该课程考核，其中 １２１１人获
优秀。

课程教师只在最后一周布置一次开放性作业，

相应只有一次学生互评活动。期末作业要求每个学

生自选一种地图绘制的工具或平台（如 ＡｒｃＧＩ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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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ｅ、ＱＧＩＳ、和 ＧＲＡＳＳ），任选一个话题并设计和绘制
一幅地图讲诉一个和生活切身相关的故事。主题可

以是最近的一次旅行路线、家乡最棒餐馆的分布图

或者某区域数年来经济文化的演变等。作业成绩占

课程总分的２０％，学生将根据教师撰写的评价量规
从四个维度对上交的地图作品进行评分，包括展示

清晰度、故事可信度、制图水平（如颜色、符号的使

用和布局等）和设计美观度，每个维度得分从低到

高为０分到３分。互评作业的总分为四个维度得分
的总合，即在０分和１２分之间。课程要求每位学生
至少评价三份其他同学上交的作业。这些作业由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随机分配给不同学生评分者。同时，每
位学生也需对自己上交的作业进行自评。值得注意

的是，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为了应对极值分数，选择使用学
生评分结果的中值（ｍｅｄｉａｎ）而不是平均值（ｍｅａｎ）作
为最终的互评分数。

图１　互评作业的评价数据类别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共收集了三类数据。第一类数据是

ＭＯＯＣ学生针对开放性作业的互评和自评数据。该
数据储存在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后台数据库的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部分：作业编号和最终互评分数存储在 ｏ
ｖｅｒａｌ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ｄａｔａ中，单个学生评分者的评
分结果储存在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ｄａｔａ中，学生的自评分
数存储在ｓｅｌｆ＿ｇｒａｄｉｎｇ＿ｍｅｔａｄａｔａ中。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设
置最多的评分者人数是５人。本研究中共１８２５份
作业获得了５位评分者的评分，从而被选中进行后
续的信效度分析。缺失评分数据的作业共有 ９１９
份，这些作业被排除在数据分析之外。关于作业的

最终互评分数，除了使用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提供的基于
中值的判定，本研究同时将各个学生评分的平均值

作为最终结果。

第二类数据是教师对开放性作业的评分数据。

考虑到教师评分工作量，本研究从１８２５份作业中随
机选择了 ５％（Ｎ＝９３）并请课程主讲教师进行批
改。通过作业的编号，教师可以在后台数据库中访

问学生提交的作业原件，并按照相同的评价量规进

行评分，包括作业的总分和四项标准的得分。因此，

每份作业包含以下评价数据：５位学生评分者的评
分结果、基于中值的最终互评分数、基于平均值的最

终互评分数、教师评分结果和自评结果（见图１）。
第三类数据是学生对互评活动的态度。学生在

课程结束后填写了 ＭＯＯＣ学习体验自我评价问卷，
其中有７道题是关于课程中的互评活动的，收集学
生对互评活动的公正性、有效性和潜在益处的看法。

考虑到从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后台数据库提取问卷数据的复杂
性，本研究没有采用平台自带的问卷工具，而是使用

第三方问卷收集工具—Ｑｕａｌｔｒｉｃｓ，通过学生编号将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上学生的学习数据和相应的学生问卷
数据联结起来。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学生互评信度本质上是评分者间信

度，测量的是不同学生评分者对同一评价任务评分

结果的总体一致性。因为作业是随机分配给特定学

生总体中的五位评分者，针对该评分机制，本研究选

择了第一类组内相关系数（Ｃａｓｅ１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简称ＩＣＣ［１］）作为评分者间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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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方法。在该估算方法中，学生评分的差异及其

交互作用被判定为测量误差。在 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
件中，ＩＣＣ［１］的计算通过可靠性分析模块中的单
项随机组内相关系数计算功能实现。

学生互评效度的测量采用的是聚合效度，由学

生互评得分和教师评分的相似度来判定，在统计分

析中通过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Ｐｅａｒｓ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
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估算，通过 ＳＰＳＳ统计分
析软件中的皮尔逊双侧检验相关系数计算功能实

现。本研究同时计算了基于中值和平均值的两种互

评分数结果与教师评分结果的相关系数，由此比较

不同互评分数统分计算方法的优劣。

本研究将学生的问卷数据从Ｑｕａｌｔｒｉｃｓ问卷平台
下载后输入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通过对７道
问题得分的均值、频率和百分比的统计分析，可以从

总体上把握学生对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环境中互评

活动的态度，检验他们对互评活动潜在益处，如学习

动机、社交存在感和高阶思维培养的认可度。

四、研究结果

（一）在线互评总分具备较高信度

本研究通过计算学生评分的第一类组内相关系

数（ＩＣＣ［１］）测定在线互评得分的评分者间信度，相
应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单个测量的 ＩＣＣ
［１］系数反映了五个随机选择学生评分者对同一作
业的评分一致性。该系数值为０２６２，表明单个学
生对同一作业评分结果波动较大，评分者间信度较

低，评分不可靠。但相对于单个测量，平均测量的

ＩＣＣ［１］系数达到了０．６４，具备了较高的评测信度。
该结果表明，如果互评分数不使用单个学生评分而

是综合考量五个评分数据，如采用五个学生评分

的均值，互评结果的可靠性将得到显著提升。通

过针对５位评分者和４个评分标准的嵌套交叉随
机情景分析，我们发现互评结果的概化系数（ｇｅｎ
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维持０．６４不变，测量标准误

表一　学生互评分数的第一类组内相关系数（Ｎ＝１８２５）

组内相关性

ＩＣＣ［１］

９５％置信区间 使用真值０的Ｆ检验

下限 上限 Ｆ值 ｄｆ１ ｄｆ２ Ｓｉｇ

单个测量 ０．２６２ ０．２４００．２８４２．７７４ １８２４ ７３００ ０

平均测量 ０．６４０ ０．６１３０．６６５２．７７４ １８２４ ７３００ ０

差仅发生了细微改变（从０．２７２变到０．２７６）。该结
果表明，互评误差来源主要来自评分者本身，通过修

改评价量表和评分标准并不能进一步提高评分的

信度。

本研究分别计算了使用２至５位学生评分者得
到的互评结果的 ＩＣＣ［１］系数（见表二），旨在探究
评分者人数对互评分数信度的影响，并确定最佳评

分者人数。这一结果与赵光洙等（Ｃｈ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的研究发现一致，评分者人数对互评结果的平均测

量ＩＣＣ［１］系数有较大影响，评分者人数的增加能大
幅提升互评结果的可靠性。ＩＣＣ［１］系数在０．４－０．
７之间通常被认为具备了中等评分者间信度
（Ｄａｎｃｅｙ＆Ｒｅｉｄｙ，２００２），因此根据表二结果可以推
断出，要使互评结果具备可接受的信度，至少需要三

个学生评分者（ＩＣＣ［１］＞０．４），而仅仅基于两个评
分者判分的互评结果相对不可靠。

表二　学生评分者数目与（ＩＣＣ［１］）系数的关系

５个评分者 ４个评分者 ３个评分者 ２个评分者

单个测量 ０．２６２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１

平均测量 ０．６４０ ０．５８０ ０．５０８ ０．３８９

（二）在线互评效度令人满意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给出的基于中值的学生互评分数
与教师评分有较强的正相关性（ｒ＝０６１９）（见表
三）。该数据证明，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的学生互评模式能
够提供接近于教师评阅准确度的评分结果。同时我

们发现，如果不使用中值而使用平均值作为学生互

评的最终得分，学生互评得分与教师得分的相关性

反而会得到小幅提高，尽管提高的程度十分轻微（ｒ
＝０６６９）。事实上，基于中值和基于平均值的互评分
数本身十分相似，具有极高的相关性（ｒ＝０９５２）。

与学生互评相比，学生自评分数与教师评分的

相关度较低（ｒ＝０３４１），表明学生对自己作业的评
价与教师的专业评判出入较大。因此，我们认为学

生自评结果聚合效度较低，不能成为合格的教师评

分替代者。本研究同时考察了不同评分结果的均

值，研究发现学生自评分数的均值最高（１００２），教
师评分分数的均值最低（８６８），学生互评分数的均
值居中（中值分为９１９，平均值分为９１）。该结果
表明学生倾向给自己的作业更高分数，而相比学生

评分者，教师的评分标准总体上更加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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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互评、自评与教师评分结果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教师评分
互评分数
（中值）

互评分数
（平均值）

自评分数

教师评分 １ ０．６１９ ０．６６２ ０．３４１

互评分数（中值） １ ０．９５２ ０．２７９

互评分数（平均值） １ ０．４６４

自评分数 １

　相关值在Ｐ＝０．０１（双侧检验）水平上显著

表四　学生对课后问卷中有关互评的相关问题回答情况

问卷项 （１－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积极评价（％） 均值

１．参与学生互评的过程帮助我成长进步为一位具有空间思维的人 ２１２１ ８３ １３７ ５６２ ９５０ ３８９ ６３ ３．６７

２．我从同伴那获得了关于我的地图作业比较公平的分数 １６９４ ５６ ９０ ５０５ ６０７ ４３６ ６２ ３．７５

３．同伴为我的地图作业提供的反馈十分有益 １７１９ ５９ １０６ ５０９ ６７７ ３６８ ６１ ３．６９

４．课程中参与互评的活动使我更加投入该课程学习 ２０２７ ９７ １６５ ４８９ ７８０ ４９６ ６３ ３．７０

５．互评活动让我感觉和课上其他同学的联系更紧密了 ２０３９ １１１ １９１ ５７２ ７６０ ４０５ ５７ ３．５７

６．互评活动为我提供了审视和反思课程内容的机会 ２０４４ ７５ ９０ ４１３ ８９８ ５６８ ７２ ３．８８

７．我推荐后续课程继续保留使用学生互评的开放性作业 ２１８５ １１１ １２６ ４２０ ７３２ ７９６ ７０ ３．９０

（三）参与互评活动能提升在线学习体验

表四总结了学生参与 ＭＯＯＣ课程互评活动的
态度和看法。总体来说，学生对于互评活动态度积

极，６３％的学生认为参加互评活动有助于实现课程
教学目标，即对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７０％的学生推
荐后续课程继续保留互评作业环节。学生总体上认

可互评分数的公平性（占６２％）和他人反馈的价值
（占６１％）。大部分学生认为参与互评活动提升了
自己对课程的投入度（占６３％），并发展了自己的高
阶思维能力，如审视与反思（占７２％），这一结果与
已有研究发现一致。互评活动对社交存在感的影响

在７个选项中得分最低，仅５７％的学生认为参与互
评活动增强了自己在线学习与其他同学的联系。当

然，我们也注意到没有任何一个关于互评的问卷项

获得了超过８０％的积极评价，证明相当比例的学生
对在线互评的效果持保留或否定态度。

五、讨论与反思

（一）学生互评能为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提供

可靠有效的学习评价

尽管单个学生评分者的评分结果并不可靠，具

有较低的评分者间信度（单个测量 ＩＣＣ［１］＝０．
２６２），然而如果一项作业的最终互评分数是多个评

分者评分的复合计算结果（如中值或均值），学生互

评模式的信度较令人满意（平均测量 ＩＣＣ［１］＝０．
６４）。因此，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使用学生互评分数中值的
做法值得借鉴，能够有效减少单个评分结果一致性

低带来的影响，大幅提升最终评分结果的可靠性。

学生互评分数与教师评分超过０６的相关性系数证
明了互评模式能够提供接近教师评阅准确度的评分

结果，能为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活动提供相对准确

有效的评价手段。相比之下，学生自评结果的效度

不能令人满意，与教师评分的差别较大，分数相对偏

高。考虑到学生在完成作业时往往已经有意或无意

的检查过自己的作业，因此再次自评的环节并无

必要。

当然，本研究对于学生互评信效度的支持证据

基于“地图与地理空间革命”ＭＯＯＣ。该课程的学生
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８０％以上的学生都具备本科
以上学历。考虑到互评作业在课程最后一周才发

布，此时还活跃在课程学习中的学生已不到注册人

数的５％，属于学习投入度高、在线学习能力强的学
习者（Ｗａｌｄｒｏｐ，２０１３；袁松鹤等，２０１４），基于该学生
人群得出的关于互评信效度的结论有一定的局限

性。相关结论能否适用于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和学

习动机差异较大的大规模在线学生群体有待进一步

研究验证。

（二）影响学生互评信效度的决定因素是评分

者本身

和现有互评文献的结论一致，本研究也揭示了

评分者人数是影响互评信度的重要因素，通过增加

评分者人数就能够大幅提升互评结果的可靠性。而

要使在线互评具备最基本的可靠性，至少要配备三

名以上学生评分者。本研究同时也探索了统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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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评效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使用个体评分的中值

和平均值作为最终分数对互评效度的影响不大。造

成该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学生评分的极值情况较少，

即极少出现全部打最高分或最低分的评分者。从统

计分析角度，可以使用中值的方法减少极值的不利

影响，但更有效的方法可能还是从学生评分者本身

入手，教育他们认真完成互评任务，同时建立相应的

抽检、追责和奖惩制度。

本研究通过随机情景分析探索了评测误差的成

因，结果显示误差来源主要是评分者本身而不是评

价量规或标准。因此，对学生评分者进行互评培训

和评分校验尤为重要。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的定标同行评
估模式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培训和校验的方式：学生

在接受基本的培训后对数道样题进行评分，系统根

据样题评分的准确性为每位学生设置权重，该权重

决定了该学生在后续评分结果中所占的价值比重。

然而，出于对时间、精力和可操作性的考虑，本研究

没有在ＭＯＯＣ中安排相应的培训和校验步骤，该步
骤对互评信效度的影响有待后续研究。

（三）学生总体上认可在线互评的评价模式

尽管不少学习者在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站上表达

了对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情境中使用学生互评手段

的不满，并指出对其准确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担忧

（ＭｃＥｗｅｎ，２０１３；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１３；Ｎｅｉｄ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
Ｗａ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本研究提供了与媒体舆论相悖的证
据。问卷结果显示，６０％以上的 ＭＯＯＣ学习者认为
他们获得了公正的分数和有效的评价反馈，而持反

对观点的学生不到 １０％。事实上大部分学习者
（７０％）希望在后续课程中保留学生互评的任务，仅
１１％的学生希望将其移除。对于该现象的一个可能
解释是获得了糟糕互评体验的学生更倾向在媒体上

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他们的观点并不能代表整个在

线学习者群体。我们也发现互评模式最被广泛认可

的益处是对高阶思维能力，如审视和反思能力的培

养。这一发现印证了布鲁姆（Ｂｌｏｏｍ，１９５６）对认知
领域学习目标的分类理论。学生互评在认知目标分

类中属于较高层次的认知活动，能够有效促进在线

情境中有意义学习的发生。

综合来看，本研究基于一门 ＭＯＯＣ中互评、自
评和教师评分相关数据，对学生互评模式的信度、效

度和相关影响因素和学生认可度进行探索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传统面授课堂中广泛使用的学生互评

模式也适用于大规模开放在线学习情境：在综合考

量多名评分者评分结果的前提下，学生互评模式能

够为学习者提供一个较为一致和可靠的最终得分。

学生互评和教师评分结果的较高相关性也表明在线

互评模式具备类似教师评阅的准确性。另一方面，

学习者对参与互评活动总体上也持积极的态度，认

可互评活动对获得反馈、课程投入度和高阶思维培

养等方面的有益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研究情

境和评价数据的单一性，本研究对在线互评模式信

效度的相关推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影响互评

效果因素的探索也不够深入，这些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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