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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人工智能在线教学评价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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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科学的在线教学评价机制，有利于实现精准的在

线教学评价。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在线教学评价提供

了新的思路，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评

价模型，通过对在线学习平台资源教学数据进行分析，构建基于

Bert 模型的教学智能评价模型，预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实现智能

化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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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已逐渐成为

一种更加安全可靠的新型过程教学模式。与此同时，由于在线学

习与传统学习模式的差异，依据传统教学评价方法进行在线教学

评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行为分析，

由于不能客观地对学生学习环节进行评估，导致在线教学的评价

存在一定局限性。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以其高性能的表现已经

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此，本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

开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在线教学评价模型与方法研究，所

构建模型旨在实现在线教学智能化效果评估，辅助教师进行教学

方案匹配以及调整。

一、研究背景

在线学习有着时间空间上的优势，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

信息反馈不及时、课堂互动性低等方面影响教学评价过程。具体地

说，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依赖于线下课堂的参与度数据，而线上的

学生课堂状态并不易于观测，系统难以捕捉学生平时学习的真实情

况，这导致以成果为导向中心的传统评价体系在线上教学领域的效

果有所下降，进而无法反应课程开展的实际真实情况；依据学生期

末成绩是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部分，但是线上课程导致学生对该课

程的认知度不高，参与度低，互动性弱，给出的主观评价可能带有

情绪化内容，准确性不足；线上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获得的反馈不足，

学生课堂互动状态、课后习题完成情况不利于实时统计反馈，对于

教师及时改进教学方式不利。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科技带来了多样

化的线上教学平台，但是在给予教师网络教学的机会的同时，不得

不关注到传统的教学评价方式在匹配线上教学上产生了很多问题。

因此，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一种新型智能化在线教学评价模

型与方法，实现在线教学效果评估，缓解教师教学反馈的压力，协

助教师发现学生的问题，并做出及时的纠正和引导，是实现高效率

线上教学评价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研究依据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教学方法的转变，特别

是其独特的算法应用，该技术实现的在线教育系统已成为国内外

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从多个

不同维度及时捕获并聚焦分析学生的个人学习行为数据，构建基

于学生个人学习行为的智能化多维教学评价模型，实现学生学习

成果个性化评估以及预测。通过评估结果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问

题，并针对有风险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高学习成果，

教育水平以及教学效率，改善学习技术，学习模式，促进在线教

育的平衡发展。

三、研究方式和思路

通过收集前期多种在线学习平台资源教学数据，如教学视频、

音频、课件下载及浏览数据信息，结合不同开放在线资源的历史

学习行为数据，对该数据进行清洗、预处理、整理和存储，借助

Bert 预训练模型，对数据层中各种类型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获得不同教学成果画像，将当前学生的学习状态作为输入，通过

模型输出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为后续课程计划以及试练习考试分

析提供数据支持，其具体模型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评价模型

（一）原始数据获取和数据预处理

为了检测学生的学习状态和课程教学质量，需收集线上教学

平台获取有关教学数据。这些数据主要由文本组成，由于所统计

的文本存在一定数量的“脏数据”，在数据预处理之前需要对原

始文本数据进行清洗。具体地，将格式随意、缺乏语法规范的文

本数据标签归一化成模型需要的格式，并根据长度对文本进行分

割和整理。本文统计的数据如表 1 所示，依次为互动次数、课后

作业完成次数、讨论区发言次数、课后作业成绩、线上课时时长，

按照各类数据的具体数值大小划分为三种评价：优秀、一般、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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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将期末成绩映射为模型的预测标签，为了确定模型对

应的输出标签将成绩按照数值大小划分为对应的标签，对于 90-

100 分的成绩划定标签为优秀，70-89 分的成绩划定为良好，小于

70 分的为合格。

表 1 教学平台数据

互动次数 课后作业完成次数 讨论区发言次数 课后作业成绩 线上课时时长

1 优秀 优秀 优秀 积极 优秀

2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3 较差 较差 较差 较差 较差

备注
互动次数、课后作业完成次数、讨论区发言次数：<3 次为较差，3-5 次为一般，>5 次为优秀；课后作业成绩 >80 为优秀，60-80 为一般，

<60 为较差；线上课时时长：十小时以上为优秀，三小时至十小时为一般，三小时以下为较差

（二）模型构建

Bert 预训练模型在大量的无监督语料上训练出共同特征的语

言表示，预训练的特征也使得 Bert 的在获得更好的预测能力的同

时提高模型泛化能力。另外，本文在 Bert 的基础上做了微调以适

应下游任务，同时为了输出最后的评价等级，在 Bert 的原有结构

添加 softmax 线性层，模型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具体地，Bert 采用

12 层的相同编码层，在第一层是输入层，其将经过标签归一化的

数据作为输入序列 X，随后 X 经过词嵌入模块进行词向量编码操

作，将输入序列从低维空间映射到多维空间，每个输入的单词词

向量由字编码、位置编码、分割编码相加得到向量表示 V，进一

步将输入向量 V 经过 Bert 的编码层进行特征提取得到输入序列的

语言特征，并经过多层编码层处理后将输出向量传入 softmax 线性

层转化为概率输出并映射到不同的标签。

（三）模型微调与优化

由于 Bert 是在大型无监督语料库中得来的，在进行实验时需

要根据具体任务进行微调。为此，本模型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微调，

一方面采用增加一个特征提取模块，实现对数据进行特征处理；

另一方面通过调整模型学习率、训练迭代次数、模型超参数等提

高模型性能。

（四）模型评价

为了实现模型评价，本文采用准确性、敏感度、特异性进

行 性 能 评 估。 定 义 TruePositive（TP）、TrueNegative（TN）、

FaslePositive（FP）、FalseNegative（FN）分别表示模型预测真阳性、

真阴性、假阳性、假阴性数量，则三种评价指标定义为：

（1）准确性：表示真阳性和真阴性样本数量占总测试样本的

比例。

TP+TNAccuracy=
TP+FP+TN+FN

（2）

（2）灵敏度：表示真阳性样本占总阳性样本的比例。

TPSensitivity=
TP+FN

（3）

（3）特异性：表示真阴性样本占总阴性样本的比例。

TNSpecificity=
TN+FP

（4）

四、小结

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线上教学的评价系统也可

以依托现代技术进行完善。本文基于人工智能 Bert 模型，将线上

教学评价任务和自然语言处理传统任务结合，通过对初始的教学

数据预处理和对 Bert 模型的微调，使改进模型能够作为线上教学

可用的评价模型，以供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作出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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