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 后大学生学业评估认知陷阱：达克效应的
生成机制与教育干预

黄　凤

（广州新华学院公共治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133）

摘要：以互评、自评为主的学业评价模式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但评估偏差则会

导致学生学习效能下降、心理韧性弱化等，侵蚀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生态。研究基于对大学生在学业评估中的达克效应现象进行代际

研究发现，此种现象在 00 后大学生群体中更加显著，这和该群体的生长环境息息相关。为了应对达克效应给大学生学业评估带来的认知

陷阱，研究认为核心是要提升学生元认知能力的训练计划，同时要改善教学评价体系，加强课程思政教育，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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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改革教学评价方式，注重过

程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自评”的多元评价模

式颠覆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激发了大学生的课堂参与性、

学习主动性、思维创造性，然而现实中学业评估的“主观 - 客观”

鸿沟也日益凸显，即表现为低学业水平学生常陷入“过度自信陷

阱”，而高能力群体表现出“冒名顶替综合征”，[1] 而这种认知

偏差导致评估体系本应具备的反馈调节功能逐渐失效，同时，评

估失真也加剧学生的学业焦虑、学习动机衰退等。随着社会对人

才要求的日益提高以及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学生

如何客观评价自身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一、大学生学业评估达克效应的表现

达克效应是个体因缺乏元认知能力而无法准确评估自身真实

水平的一种普遍存在的自我评估现象。“00 后”大学生生长于一

个日新月异的网络化、碎片化时代，自我意识强、人际关系复杂、

心理承受力脆弱、自尊心强，因此，在学业评估情境中表现出了

显著的代际演化差异，更易缺乏客观评价和自我审视，过高评估

自己的实力，产生认知困境。

（一）能力评估的认知偏误：低能力者的过度自信

达克效应的核心表现是低能力者因元认知缺陷而高估自身水

平。Kruger 和 Dunning 的经典实验表明，逻辑推理能力处于末位

12% 的参与者，其自我评估排名普遍高估自身水平至前 38%，实

际表现与自我评估的相关系数仅为 0.18。这种偏差普遍存在诸多

学科中，但因学科属性又具有差异性，例如，在语言能力和科学

推理任务中，低能力者的自我评估偏差同样显著，但偏差程度因

任务复杂性和领域特性而有所不同。而在实践课中尤为显著，自

我评分高于实际成绩的学生，其项目失败率更高。从认知神经科

学的角度来看，此类学生在接受能力测试时，前额叶皮层（负责

自我反思）激活水平显著低于高能力组，而边缘系统（情绪处理）

活跃度高出 27%，揭示了其认知评估中情绪驱动替代理性判断的

神经机制。

（二）反馈机制的失效循环：虚假能力图式的固化

当代学生构建的“能力图式”常与往往与真实水平存在偏差，

进而形成自我强化的认知闭环。Hattie 和 Timperley 提出的反馈干

预模型表明，当个体元认知水平低于阈值时，仅 12% 的矫正性反

馈能被有效整合。例如，在毕业生论文修改中，具有达克效应的

学生，在收到论文修改意见后，会将教师的反馈意见归因为“教

师主观偏见”，这反映出一种防御性认知机制。从神经科学的角

度来看，这种防御性认知在神经层面表现为杏仁核与前扣带回皮

层的异常耦合，导致负面反馈触发情绪性排斥而非认知调整。另

外，当前大学生已经处在“即时点赞文化”，频繁展示学习成果（如

朋友圈打卡）的学生，其自我能力评估显然呈现虚高现象，因点赞、

评论等正向反馈激活多巴胺奖赏回路，形成“能力表演 - 社会认可”

的强化循环，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不准确的自我认知。

（三）群体参照的失真投射：相对优势错觉的生成

在学业竞争情境中，学生通常会通过扭曲的同伴比较来维持

自我认知平衡。社会比较理论的现代发展表明，Z 世代学生因信

息获取和解读中的偏差，容易对自身能力产生系统性误判。通过

课堂调查，在 GPA 排名靠后的学生中，一般倾向认为自己的学习

能力“超过半数同学”，此现象在文科生中更为明显。而这种错

觉源于双重认知扭曲：一是“可见努力偏差”，即个体将他人公

开的轻松表现等同于真实能力，如 MIT 研究显示，同学“考前不

复习”的学生，自身能力评估虚高值增加 22%；二是“领域混淆

效应”，香港大学团队通过眼动实验证实，低能力学生在评估同

伴时会无意识放大他人的弱势领域（如“他虽然数学差，但我的

英语更好”），使主观比较优势虚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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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学业评估中达克效应的深层成因

（一）信息茧房与元认知发育抑制

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协同过滤与内容相似性匹配机制，持续强

化用户接触同质信息，导致受众知识获取呈现 " 点状离散 " 特征。

这种模式下，学习者难以建立系统化的知识框架，直接影响元认

知知识中关于认知策略、任务特征等维度的积累。大学生过度依

赖算法推送，进而在学习中无法准确描述跨学科知识间的逻辑关

联，且对自身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评估误差也较高。这种认知结构

的扁平化发展，削弱了个体对认知过程的监控与评估能力基础。

同时，长期沉浸于算法构建的信息环境中，受众者的大脑神经会：

一是对即时信息满足依赖增强，延迟满足能力下降；二是认知策

略选择僵化，面对非常规问题时更倾向重复既有模式；三是认知

纠错机制响应阈值提高，错误观念持续固化增强。另一方面，算

法构建的同质化信息环境形成认知 " 回音壁 "，批判性思维训练机

会减少，社会比较参照物单一化，自我评估失去客观标尺。当个

体持续接收观点一致性信息时，其社会认知校准偏差呈现指数级

增长。

（二）自尊维护驱动的认知代偿机制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呈现高竞争态势，进而导致学生发展出相

适应的认知保护策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当实际能力与理想自

我差距超过阈值时，个体便会启动“自我增强偏误”，以缓解自

身心理不适。而神经领域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证据的研究也进一步

证明了这一现象，此类学生在进行自我能力评价时，腹内侧前额

叶皮层（负责自我相关处理）激活增强，而前岛叶（负责认知冲

突监测）活动会受到抑制，进而在神经层面就形成了自我欺骗机制。

这种代偿机制还表现出显著的文化差异性，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

下中国大学生出于“面子维护”需求，通常会出现对自我能力的

虚高评估，虚报强度比欧美学生要高，并且在团队合作学习情境中，

这种评价的偏差值更高。

（三）教育评价异化下的认知策略畸变

现行教育体系主张以具体量化评价为主，促使学生产生了扭

曲的认知适应行为。高校以学分绩点（GPA）来评价一个学生的

综合学业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学习目标不对焦、学业焦虑、

学习动机弱化以及策略性能力隐藏等行为现象，比如刻意掩饰学

习努力，通过制造“轻松成功”表象转移外界对其能力的过高评

价压力。这种行为不仅是个体层面的适应策略，还引发了群体性

的认知失真，当个体感知到同伴普遍采取能力模糊化策略时，其

自我评估准确性就会下降，这是因为社会参照系的失效导致达克

效应在群体中扩散。更甚者，教育焦虑诱发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会

对大脑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从而直接降低个体认知校准能力。

三、应对学业评估达克效应的教育干预措施

（一）改进人才培养结构，提升元认知能力的训练计划

高等教育改革首先是理念的转变，其次就是人才培养方案的

针对性改革，考虑将元认知能力提升训练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要

提升学生的元认知能力是应对达克效应的核心策略之一，通过引

入反思性学习活动，如定期的学习日志和小组讨论，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学习过程和知识盲点。此外，开设专门的元

认知技能培训课程或工作坊，教授学生如何准确评估自身能力和

设定现实目标，也是提高自我认知的有效方法。这些训练不仅能

够帮助学生更客观地评价自己，还能促进其在面对挑战时采取更

为有效的学习策略。

（二）结合课程、学情，有针对性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体系是教育效果反馈的关键环节，各课程应以学情

为基础，确定教学目标、设计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科学的评价体系，

减少单一量化指标对学生自我评估的负面影响，采用多样化的评

价方式，包括项目作业、口头报告、实践操作等，使评价更加全

面和公平。同时，教师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反馈，确保反馈既具体

又具有建设性，帮助学生明确改进方向。这样的反馈机制不仅能

增强学生对自身表现的理解，还能激励他们在未来的学习中做出

相应调整，逐步缩小实际能力和自我评估之间的差距。

（三）思政教育协同，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的塑造对于减轻达克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首要是

思政教育全方位深入课题，教师要加强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如

加强自我认知、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等，鼓励学生全面、客

观自我评价，构建充实的知识体系，开阔视野。学校层面，需重

视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对教育的润浸引领作用，

倡导真实性和开放性的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坦诚面对自身的不足

与错误，可以有效降低因追求完美而产生的过度自信或自卑心理。

学校可以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如经验分享会、心理健康讲座等，

来促进这种文化的形成。此外，建立支持性和包容性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感受到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从中学习和成长，有助于

缓解学业压力，提升整体学习效能。

参考文献：

[1] 颜刚威 , 崔亚娟 . 大学生群体自我认知偏差研究 [J]. 教书育

人 ( 高教论坛 ),2020,(03):49-51.

作者简介：黄凤，1990 年 7 月，女，讲师，公共关系学专业

副主任，研究方向：数字营销

Vol. 7 No. 02 2025140 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