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未来的下一代评估设计
——基于 OECD《创新评估以测量与支持复杂能力》报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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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评估是衡量和测评学生能力的重要方式，是确认学生发展水平的重要路标。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2023 年 4 月发布的《创新评估以测量与支持复杂能力》政策文件，聚焦核心素养、深度体验、结构问题

及决策发展来设计评估内容，并通过技术介入、革新概念框架、创新数据来源、促进自我调节学习、利用人工

智能重构评估方式，最后通过强调跨文化的有效性与可比性、强化过程数据的科学性及可塑性、促进学习分

析与教育评估双向融合三方面革新评估结果的使用。这一政策文件对于推进我国教育评估革新具有三方面

启示：一是促进教育评估内容素养化，二是促进教育评估方式智能化，三是促进评估结果使用高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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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教育改革都聚焦

学生复杂能力和高阶思维的培养。2012年，欧盟

委员会发起了“重新思考教育”的改革，强调要促

进学生横向技能的发展，如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等。自 2012年起，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

陆续开始测试学生协作解决问题、跨学科能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创造性思维、自我调节和

解决问题等复杂能力纳入课程目标，相应的评估方

式也需不断变革。在此背景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于 2023年 4月发布《创新评

估以测量与支持复杂能力》政策文件。该文件包含

创新评估内容、评估方式和评估结果的使用方式

三方面内容，着重探讨如何设计下一代评估方案以

测量和支持学生复杂能力的发展。本研究对其进

行梳理与分析，以期为我国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

系，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跨越提供启示。

 一、创新评估的基本观点

早在 2018年，OECD在针对全球能力与创造性

思维的 PISA测试中发现，复杂能力的评估是一项挑

战性任务，未来的教育评估需要有所改变。之后，

OECD组建了创新评估工作小组并进行多次讨论，

形成了复杂能力导向创新评估的基本认识。

 （一）评估作为证据推理的过程

OECD认为，教育评估是基于证据推理的过程，

旨在观察学生学习行为并产生对学生已掌握内容

作出合理推断的数据和工具。OECD将基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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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理过程描绘成由“认知、观察、解释”三个元

素构成的“评估三角形”，三个要素分别位于顶点

位置（见图 1）。其中，认知顶点指理论、数据和一

组关于学生如何在知识领域表达知识和发展能力

的假设；观察顶点是对评估任务的描述或一组规范，

评估设计者可以使用这一功能最大化地收集数据

的价值；解释顶点包含用于从易错的观察中进行推

理的所有方法和工具，表达了从评估任务中获得的

观察结果如何构成所要评估知识和技能的证据。

在这个三角形中，三个要素本身要具有意义，且必

须以有意义的方式分别与其它两个要素相联系，并

同步实施以此形成有效的评估和合理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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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评价三角形
 

 （二）创新评估的三种主要趋向

欧盟委员会在“重新思考教育”改革中强调

要促进学生的横向技能培养，如批判思维、解决问

题能力等（Barnett, et al., 2002）。美国 21世纪核心

素养也特别指出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沟通、协

作及创造和创新等能力是学习者应对未来挑战的基

本技能。教育评估也需要进行改革创新（Burkholder,
et al. 2020）。OECD指出，创新评估需要在以下三

方面展开深度探索：一是转向重要能力的评估，即

评估的目标和内容不能仅停留在可评估或易评估

方面，应转向学生所需具备的复杂能力；二是开展

以证据为中心的评估设计，这个过程始于确定评估

者希望能够对学生的知识及应该如何理解某些特

定内容方面的要求；三是结果的有效解释和使用，

评估结果能否得到有效解释取决于是否明确能力

结构的有关概念、是否有与能力结构相关的论据

及解释论据的方法。

 （三）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评估体系

我们无法通过某次评估测量出学生所掌握的

全部知识与技能，也无法使用某种工具同时评估家

长、教师、政策制定者等提出的所有教育目标的达

成程度，因此建立协调一致的评估体系十分必要。

此外，连贯、协调一致的评估体系需要适用于从课

堂到更大的组织单位（如地区、州、国家和国际）的

各种教育环境，在支持教育系统的宏伟目标的同时，

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科学的评估体系要

求每项评估要素都能反映学习者的能力结构，每项

评估结果都能反哺教学实践，因此评估体系的设计

要依据以下四条标准：一是不应只强调机械记忆或

操作，而要关注有助于知识迁移学习任务的设计，

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知识

迁移能力相结合；二是准确评估关键能力，如沟通、

写作等复杂能力；三是使用具有教学敏感性和教育

价值的内容，即评估内容应能够测量学习者对基本

内容的掌握程度，并有助于将评估结果应用于教学

活动；四是能够辅助开展有效、可靠、公平的评估，

获得真实准确的评估结果，达到既定评估目标，从

而充分利用评估结果提高教学质量。

 二、创新评估内容

21世纪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从根本上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创造性思维、

创新和解决问题等复杂能力来提供新的产品和服

务。OECD指出，促进学生复杂能力的发展不仅依

靠教育教学变革，同时需要注意教育评估的创新设

计，而评估内容作为衡量和测评复杂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亟需更新和完善。

 （一）基于核心素养设计评估内容

进入 21世纪以来，学校教育与学生学习的重

点正由海量知识的记忆转向发展核心素养，评估是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路标，是表明学生应该学

习什么及可以做什么的重要方式。

OECD指出，核心素养是复杂多维的，围绕核

心素养设计评估是创新评估内容的重要方面。这

种创新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要明确核心素养构

成成分及其结构和学习进度，即设计评估内容时需

要对核心素养的变量进行明确的定义并确定其形

成的过程，以便为任务设计、证据收集和学生表现

评价提供信息；二要体现一般性和领域性特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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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设置既要考虑一般意义上的核心素养内容，又

要体现特定领域对特定素养的考察；三要使行为和

思维过程可见，即使用开放、互动性的真实任务为

学生学习行为和思维表征提供相应环境；四要产生

能解释和用于可评估的证据，即评估内容的设计能

够产生解释和说明学生素养发展的数据，借此将所

作出的行为与使用的策略关联起来；五是评估报告

要体现学生的整体发展，即评分量表要尽可能扩展

测试数据的关联性，全方位地提供学生在测试中的

整体表现；六是确保评估模型的一致性，即科学地

评估和解释学生的表现，不受族群特征及文化背景

的影响，确保评估项目的整体公平性。

 （二）基于深度体验设计评估内容

在学习科学的视域中，任何评估都涉及观察个

人在少数特定情况下的表现。传统评估无法为描

述和解释个体在测试环境外表现出的能力提供有

效推论。学习科学认为，深入的学习体验能够为学

生未来学习做好准备，评估学生如何有效地参与深

度学习体验更有价值。据此，OECD从五方面提出

促进学生体验的创新评估内容设计：

一是设计级联扩展的任务序列。当评估的重

点转移到学生在丰富的环境中构建新知识的能力

时，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展示他们可以想什么、

做什么。这需要通过完整的任务序列，让学生能够

时刻参与思考。二是评估设计和表现报告要明确

说明具体的领域知识。学生素养发展是在特定环

境中进行的，设计完全脱离情境的评估问题或者场

景是无效的（张均兵，2013）。三是充分利用评估中

的“错误”发展学生复杂能力。面对新的评估测

试，学生往往会犯错，这一过程可以帮助他们识别

已有解释和程序的局限性，并建立新模式与新解释。

四是提供有效反馈和指导。反馈与指导必须基于

任务需求为学生提供解决方案的完整模型，同时还

要与其学习表现对接。五是设计“低地板+高天花

板”的任务挑战。根据不同能力调整评估任务，不

仅可以提高评估质量，还可以提高评估体验的真实

性和吸引力。

 （三）基于结构问题设计评估内容

在 21世纪，不同类型的真实问题或学习活动

需要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组合。智能技术的支持让

学习者可以享有多样的学习环境与丰富的学习资

源并形成复杂的学习经验。在此背景下，创新评估

设计的重点应聚焦建构一套能够充分考虑多种背

景要素及全面测量学习者复杂能力发展程度的评

估系统。

OECD指出，收集学生如何参与不同类型活动

的数据，可以对学生能力发展进行科学评估，并基

于评估结果对其未来能力的发展作出正确决策。

因此，创新评估设计应重点关注以下五个侧重点：

一是以学生能力水平和知识应用领域为创新评估

设计的依据。评估设计应确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

取得进展、少数优秀同学能够创新问题解决方案，

并涵盖多类型任务以便测试学生创造知识及解决

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二是开展以实践为导向的

学科评估设计。目前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主要

集中在学科领域，但应由侧重记忆知识转向将知识

应用于在真实环境中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三是探

索跨学科评估。组织跨学科领域的评估任务能促

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学科知识。四是创设新

型评估集群。OECD认为，传统的问题解决评估模

型不能完全提供学习者认知、元认知、态度和社会

情感技能等方面的丰富证据，故创设了三组评估集

群，即搜索、评估与共享信息集群，理解、建模与优

化系统集群，设计创意产品集群。五是设计集成协

作任务，让学生通过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发展知识

技能。

 （四）基于决策设计评估内容

解决新的复杂问题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核心能

力，但如何有效地评估这些复杂能力是一大挑战。

OECD关于科学家与工程师解决复杂问题过程的

研究发现，新手与专家在识别重要知识特征和使用

组织良好的知识减轻工作记忆负担的能力方面存

在重要差异。专家善于利用反思策略，应用有组织

的知识库更好地定义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采用的

决策几乎决定了解决方案的每一项行动，并可以表

征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OECD研究团队深度探

索决策这一可识别、可衡量的维度，并将“科学问

题解决”的结构定义为真实问题解决所需的一组

技能。

在此背景下，OECD指出，使用创新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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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评估内容设计还要考虑三方面策略：一是让学

生参与评估或改进同伴提供的解决方案，二是从一

般原理性问题开始逐渐关注需要重点解决的特定

领域问题，三是通过设置开放性问题或复杂多项选

择题等方式考察学生的思考与行动等。

 三、创新评估方式

在信息社会，教育评估的理念、环境与资源都

发生了重大转变，教育评估方式也需相应的变革。

为利用评估促进学习者复杂能力的培养，OECD从

多个视角分析了创新评估方式的六种可能路径。

 （一）挖掘技术介入评估的潜力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教育评估

方式。但目前数字技术主要用于复制或者简化评

估实践。事实上，数字技术在如何帮助研究者理解

学生评估表现、探索评估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方面

潜力巨大。基于此，OECD围绕如何在多元化评估

方式中嵌入技术支持的循证设计展开论述。首先，

评估重点应从简单的知识记忆转向知识运用能力。

技术可用于动态模拟复杂问题解决过程，不仅能测

量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还能测量学习者学习过程中

的思维与方法的变化。其次，在任务设计上，技术

拓展了评估任务的范围，高度互动的工具和沉浸式

测试环境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开放式、迭代性的动

态问题，而且为全面立体评估提供了更多可利用、

可捕获的证据源。最后，在证据的识别与积累上，

技术可对学习者的复杂反应进行解析与综合评分、

数据统计与预测，使教育评估更加个性化，更有针

对性与准确性。

 （二）设计复杂能力评估框架

设计评估框架是开展评估工作的前提，复杂能

力 评 估 对 评 估 框 架 的 设 计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Nikolaos et al. 2019）。OECD指出，复杂能力的评

估框架需要基于证据中心设计（evidence-centered
design，ECD）理论进行整体建构，将评估目的、内

容、证据和表现等连贯成统一整体，并应用数理模

型对学生复杂能力进行基于证据的推理与测试。

据此，OECD提出了设计复杂能力评估框架的四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确定评估目标领域，即整理与确

认评估目标内含的知识、技能等，详细说明复杂能

力的评估要求（测量什么）、获取数据（如何测量）

及科学性保证措施（测量方法的合理性）；第二阶段

是定义学生表现，即定义复杂能力评估的相关变量

（知识、技能与态度等），并确定这些变量之间如何

相互作用，同时说明每个变量的学生不同表现程度

（最低水平到最高水平）；第三阶段是定义任务结构，

即设计能够证明其表现水平的任务，包括任务的复

杂性及嵌入的资源与形式等；第四阶段是定义证据

规则，即将第二阶段定义的学生表现与第三阶段定

义的任务结构关联起来，建立统计模型，并将生成

数据作为评估学生复杂能力的基本证据。

 （三）使用技术增强评估框架设计任务

复杂能力的评估需要良好的评估任务。数字

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设计与复杂能力相匹配

的评估任务提供了可能。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指向信息技术不断融入和渗透到教育系统各环节、

各层面，并促使教育生态发生系统性和综合性变革

（王贺等， 2023）。OECD提出了技术增强评估

（technology-enhanced assessments，TEA）框架设计任

务的整体思路，并详细阐释了技术对复杂能力评估

的任务类型、任务特征和证据来源的重要价值。

在任务类型方面，技术增强评估可扩展评估的任务

类型，从传统的静态任务过渡到动态交互式和沉浸

式任务，即通过模拟实验室或虚拟现实环境等技术

方式可真实捕捉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应用程度，提

升复杂能力评估的有效性（OECD，2023）。在任务

特征方面，技术增强评估在任务的适应性、反馈性

方面有较大改进：一是单级或多级的自适应任务能

提升其与学生选择之间的匹配性，二是人工智能技

术可对学生学习表现提供个性化反馈，提升学生的

元认知水平。在证据来源方面，技术增强评估所获

得的证据包括结果数据与过程数据。结果数据包

括选择应达数据（如选择题等）、书面响应数据（如

文本写作等）和动作响应数据（如按照指令做出的

行为等）；过程数据包括时间数据（如完成任务的时

间、非活动时间等）、解决方案的中间状态（如提交

最终方案前的状态等）、操作日志（如使用提示、鼠

标单击等）和生理数据（如脉搏、眼动追踪等）。

 （四）提升复杂性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为保证收集的复杂性数据能精准地描绘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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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特征，OECD强调提升复杂数据分析和处理的

可靠性，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思路：一是数据分析

模型的交叉融合，即通过两种分析模式推论和解释

复杂性数据。例如，Mirt-Bayes模型使用 Bayes网
络模型对数据评分，使用 IRT模型对评分进行推理

论证；二是建立不同粒度的推理结果，即从粗粒度

（数据模块少）到细粒度（数据模块多）进行多维度

的结果分析；三是不断修正评估目标领域模型，即

利用反复分析和推论获得的数据修改复杂任务的

结构；四是不断丰富探索性数据内容，即通过使用

大数据丰富和完善探索性数据，从而将探索性解释

转变为确认性解释；五是采用多种技术增强评估任

务测量同一复杂能力，即开发任务族，使用基于相

同标准的相似任务开展学习评估。

 （五）支持与评估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

复杂能力评估的目标指向应从静态知识的应

用扩展到动态学习过程，即学生自我调节学习（Self-
Regulated Learning，SRL）的过程。自我调节学习指

学生使用元认知策略发起学习行为和调节情感状

态，并构建和应用知识的动态过程，整体呈现了学生

学习过程的行动选择和情绪管理状态（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2023）。OECD指出，自我调

节学习有利于学生进行意义创造并获取新知。数

字化技术能够将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过程记录下

来并进行分析，从而有效支持与评估学生自我调节

学习。在支持方面，OECD认为数字化技术可以在

三方面为学生学习提供帮助：模拟实验、情境反馈

与信息搜索。其中，模拟实验指学生通过交互模拟

显示自己的探索过程，情境反馈指通过标记错误行

为并加以解释来提升学生的元认知策略，信息搜索

允许学生获得解决问题的各类提示与示例。在评

估方面，OECD指出，设计者评估自我调节学习要

注意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评估目标，即尽可能将

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加以量化，以便技

术介入和支持对学生学习任务的评估；二是设计证

据规则，即明确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行为序列与分

析模型，从而在大量学习行为证据中筛选有效证据；

三是避免泛化，即要关注评估任务设计的有效性，

通过多个证据规则聚焦自我调节学习的根本特征；

四是避免先验知识的影响，即考虑学生已有知识的

基本情况，明确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变化。

 （六）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适应评估框架

OECD指出，学生复杂能力的评估不同于传统

意义上对知识获得结果的考察，它需要提供个性化

的任务反馈，即将复杂能力的评估过程视为多元交

互与动态发展的过程。据此，OECD从智能辅导系

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ITS）获得启示（Vasile
et al.，2013），指出复杂能力评估需要建立基于人工

智能的自适应评估框架，即通过数字智能导师或同

伴为学生提供智能反馈，根据学生行为调整学习内

容，在评估学生当前知识水平的基础上，确定学生

达到目标状态还应作出哪些改进，使评估更加个性

化。当前教育评估变革是技术驱动导向的，指向以

学生者为中心的评价生态重塑（徐瑾劼等，2023）。
OECD将技术驱动的评估框架分为三部分：一是数

字智能导师或同伴，指用于指导或帮助学生个性化

学习，同时不断评估学习过程和结果的人工智能代

理；二是数字智能导师或同伴与学生之间的交互，

即由智能导师或同伴发出刺激，随后获得学生的响

应并进行验证，同时发出新的刺激动作；三是形成

数据矩阵，主要包括学生响应类别与智能导师反馈。

响应类别分答对或者答错两类，智能导师分别对学

生自我调节学习提供积极、及时的反馈，这样数据

结构就形成了 2*2矩阵，这些数据矩阵成为分析学

生复杂能力水平的重要依据。

 四、创新结果使用

传统能力评估对于评估结果的使用还存在诸

多问题。例如，评估者仅关注评估结果的横向比较，

过分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过程数据的使用价值等。

OECD指出，面向未来的复杂能力评估应重视评估

结果的价值和意义，并给出三方面的建议。

 （一）将社会文化视角纳入评估设计

不可否认，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学生复杂能力

的形成、参与评估的积极性和对评估项目的理解

及其在评估中的表现。OECD指出，开展学生复杂

能力评估应将社会文化视角纳入评估设计，提升不

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复杂能力评估的有效性与可比

性的关键是评估设计的等效性，并提出了保证评估

等效性的三个步骤。第一，确保评估结构的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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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过调查或专家判断识别不同社会文化中学生

学习和评估的行为与理解特征等，确定学生能够以

相同的方式理解评估结构，获得有意义的评估结果。

第二，优化任务模型的有效性，即评估者制定任务

模型需要考虑目标的定义是否因社会文化背景的

差异而影响学生的认知过程等。第三，保证解释模

型的一致性，即评估者使用复杂能力评估的解释模

型（包括评分模型和测量模型）要不断训练模型，以

获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学生群体学习同等质量

的证据。

 （二）重视过程数据的使用

复杂能力评估需要特别关注过程数据的处理

和使用，这是因为除了结果数据，过程数据能更充

分地反映学生参与评估过程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路

径。OECD指出，过程数据对复杂能力评估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程数据可以提高评估

设计的可推广性，并增强评估得分的解释意义；二

是过程数据能详细地从不同角度阐明评估结果数

据的来源，既不遗漏学生的某方面能力，也不过度

臆断学生某方面的发展水平；三是过程数据能测量

学生与评估系统的互动过程和程度，并通过两种数

据对比评估的结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化差

异带来的评估误差，提高跨语言、跨文化评估的公

平性。OECD还提到使用过程数据要注意的两个

方面：一是过程数据只是学生思维过程痕迹的信息

来源之一，实际的最终评估还需要其他信息的辅助，

比如取得有声思维、眼动跟踪等多模态数据的支

持与互补（臧玲玲，2020）；二是要关注学生特质、

教育水平与文化背景对过程数据的影响，充分利用

技术优势，消解主观性对教育评估的影响。

 （三）促进学习分析与教育评估双向融合

数字技术赋能的教育评估能精准描述学生复

杂能力发展状况并提出可信证据，但数据的积累

不是教育本身的目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数据分

析手段真正改变学习，提升学习质量。比较而言，

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LA）关注学生个性化

学习过程并使用相关数据对其效果进行解释和预

测。OECD指出，学习分析和教育评估虽然目的不

同，但都能为干预学生学习提供信息，因而研究者

不应该分别加以研究，而要促进二者的双向融合，

完善现有的教育评估和学习分析框架。一方面，

学习分析可以从教育评估中获得三点启示：1）开
展学习分析时，仅获取代表性数据是不够的，还要

通过透明合理的证据汇总对所得出的结论进行有

效辩护；2）学习分析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准备，而不

是仅根据所得证据选择最佳数据拟合提出观点或

结论；3）学习分析不是为了获得新的学习结构或

产生新的学习见解，也不仅仅是开发新的指标，重

要的是借此建构有意义的分析指标。另一方面，

教育评估可以从学习分析中获得两点启示：一是

真实的任务可以提升评估的精度与准确性，大幅

提高学生在评估中的参与度，丰富他们的体验；二

是不应过度依赖某个评估项目或评分结果的完美

解释或拟合，而应关注多因素的整体诊断。

 五、总结与启示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学生复杂能力的评估将

成为国际教育评估的重要使命，也是新一代教育评

估的变革趋向。在我国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

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0年印发了《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期望扭转不科学的教

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

水平（田腾飞等，2014）。OECD发布的《创新评估

以测量与支持复杂能力》为我国教育评估改革提供

了三方面启示。

 （一）教育评估内容素养化

教育评估内容承载着评估体系的主旨要义，是

引导教育系统发展的指挥棒，关系到教育生态能否

持续运作。《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更加关注学生素养的发展。实现教育评估

内容的素养化就是要关注对评估内容本身的元评

估，尤其关注其时代性、民族性及实施弹性，使评

估内容与教育进程相匹配，既保证评估内容的信度

与效度，描摹完整的学生成长画像，又保持评估内

容在一定时间内能指引教育生态的发展。

教育评估是一项专业性强、知识面广的工作。

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取决于评估队

伍的专业化程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

教育评估机构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王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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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基于证据的

评估受到高度关注，循证义务教育学业评价不仅要

基于证据，而且要寻求到最佳证据。一般认为，最

佳证据指研究者提供的与解决问题最契合、级别

最高的研究证据，能够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真相，揭

示出问题的症结（杨文登，2010）。在学业评价中，

最佳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成长画像的适

切情况。学业证据浩如烟海，可以是测评或调查数

据，也可以是表现或访谈资料，包括电子证据、实

物证据等。与此同时，教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也会

导致证据的多样性。由此，教师如何选择与识别学

生学习成果方面的最佳证据尤为重要。

 （二）教育评估方式智能化

评估方式影响评估效率，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

为教育评估改革提供了更多可能（袁莉等，2021）。
首先，利用技术可使评估的重点从让学生回忆事实

等高结构化的内容转向更复杂多样的开放性内容；

其次，利用技术可突破传统纸笔测试的弊端，利用

高度互动的工具进行更丰富的任务设计；最后，技

术进步能提升数据收集和储存的能力，利用测量技

术解析、统计和推理复杂的评估证据，并对其进行

解释。

目前，数字信息技术可通过平台对社会各领域

产生影响，教育评估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互联

网+教育、ChatGPT赋能教育等提法屡见不鲜。技

术支持的教育评估也应向着智能化、即时化的方

向不断迈进，推动一次性、单向性的评估转变为持

续性、综合性、动态实时、基于证据的循证评估。

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评估提供了更多可能，

但是评估者不能过于依赖技术而偏离了评估的真

实目的，必须时刻检验其与评估目的的契合性、一

致性，以促进技术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的预期目的，

更好地促进教育评估的发展。

 （三）评估结果使用高质化

面对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新挑战，教育者首先应

摒弃教育活动和教育评估隔离的观念，自觉将两者

统一起来，认识到评估结果使用质量的高低将影响

后继教学质量，高质量应用教育评估结果有利于形

成教育教学活动和教育评估之间的闭环。首先，教

育评估结果的使用要向纵深挖掘，使学有所评、评

有所用，用齐、用足各项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不是

摆在眼前看的，而是握在手里用的，不应让评估结

果成为无意义的数据，而应着力探究评估结果的高

质量使用途径，使有意义的评估结果作用最大化。

其次，高质量使用评估结果离不开围绕教学目标对

结果的合理总结提炼。无论是教师、学生亦或是

教育行政人员，都要衡量当前评估结果与预期教学

目标的差距，对评估结果进行合理的因果分析、内

化，同时考虑预期外的评估结果，必要时可修正评

估内容。最后，高质量使用评估结果须依托动态的

教学转化与学习转化，促进评估结果在教师与学生

的双向互动中融入教学实践。教师应成为使用评

估结果的带头人，积极引导、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

力，使学生逐渐具备独立使用评估结果优化个人学

习活动的能力，甚至参与评估体系的调整，使评估

体系不断完善，始终处于螺旋式前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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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generation Assessment Design: OECD Innovation
Assessment to Measure and Support Complex Capacity

LI Gang， ZHAO Jiaqi & ZHENG Zel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24, China）

Abstract: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students  'ability, and  is  an
important signpost for students' development. OECD released in April 2023, the innovation assessment
to  measure  and  support  complex  ability  "  policy  documents, focusing  on  the  core  literacy, depth
experience, structure  problems  and  decision  development  to  design  evaluation  content, and  through
technical  intervention, innovation concept  framework, innovation data source, promote self-regulating
learning,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reconstruct  evaluation  way, finally  by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bility, strengthen  the  sci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cess
data, promote learning analysis  and education evaluation two-way fusion to  innovation the use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 general, its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o promote the literacy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content; second, the second is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ce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methods; thir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use of evaluation results.

Key words: next-generation assessment；high-quality assessment；emphasis on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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