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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外语写作教学对现有写作自动
评阅系统特别是内容评判方面的需求，本论
坛交流发言以“促学评价”理论为基础，尝
试提出一个基于具体写作任务的多元评价和
反馈智能系统的构建方案，强调对文章内容
的反馈和修改，加强写作课堂教学对意义表
达和思维训练的重视。



提纲

一、背景

二、理论：以评促学

三、问题：自动和人工评阅及反馈

四、系统：架构、功能和特点

五、总结讨论



一、背景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6试）
评价与测试

• 大学生英语能力测试应包括形成性测试与终结性测试，应
加强形成性反馈，处理好共同基础测试与校内测试、综合
语言能力测试与单项语言技能测试、基础英语测试与专门
用途英语测试等各方面的关系，实现“对学习结果的终结
性测试”与“促进学生学习的形成性测试”的有机结合。

• 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管理部门应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对学
生提出切合实际的英语能力要求，开发科学、系统、个性
化的大学英语课程评价体系和大学生英语能力测试体系，
充分发挥评价和测试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导向、激励、诊断
、改进、鉴定、咨询、决策等多重功能，更好地促进大学
英语课程的建设和大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



大学英语测试

• 特点：综合体系（科学、系统、个性）

• 形式：形成性+终结性

• 核心：校本、人才培养

问题思考：

• 课程测试中如何落实？（测试与教学的有
机结合、测试手段/技术的掌握与运用）



大学外语教育

• 培养目标：1）综合应用能力；2）跨文化
语言交流能力；3）思辨能力

• 指导思想：分类指导、因材施教

• 教学要求：基础、提高、发展

问题思考：

• 课程测试中如何落实？（课堂/教学测试如
何体现教学/培养目标？）



二、评价理论



促学评价

三位一体：AfL, AoL, AsL (Crusan, 2010;
Earl, 2003; Lee, 2010; William, 2009), 
LOLA (Hamp-Lyons, 2015)

建构主义；基于过程；反思；多元；共
享；人机结合（智能？）



CBA Design

• Where to go?
Specify your goals:

• Where to start?
What Ss know:

• How to get there?
Possible methods/tools:



基于课堂的评价研究模型
(Hill and McNamara, 2011)

• Definition of CBA (Hill & McNamara, 2011, 
p 396)

• Any reflection by teachers (and/or 
learners) on the qualities of a learner’s (or 
group of learners’) work and the use of 
that information by teachers (and/or 
learners) for teaching, learning (feedback), 
reporting, management or socialization 
purposes. 





四、问题



自动评阅（AWE）

• 评价：教学环境vs测试环境

• 反馈：语言形式vs内容表达



人工（教师、学生）评价反馈

• 评价：1）标准：测试标准vs教学（任务）
标准；2）效率：数量vs质量

• 反馈：时效、内容、接收度



四、系统：构架、功能和特点







多元评价和反馈模型
阶
段

主体 互动
形式

反馈形式 维度 权重
（%）

形 机
评

机器
软件

机器 书面 语法层面 10

成 教
师
评

教师/助
教

师生 书面\口头 多层面 50

性 互
评

学生 生生 书面\口头 多层面 20

评 总
评

教师
学生

全班
小组
个人

书面\口头 多层面 10

价 自
评

学生
自己

反思 书面 多层面 20

终结性评价 评
分



构架





主要特点

• 针对性：直击痛点、针对性强

• 科学性：任务导向、标准明确

• 开放性：教学相长、共享评阅

• 高效性：人机结合、省时高效



总结讨论

• 教师：理念、模式、方法、导引

• 学生：共识、动机、培训、策略

• 系统（平台）：环境、硬件、学习、智能



基于标准的‘以评促学’写作教学

Where I am going

Where I am

“以评促学”示意图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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