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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催生重构教育新生态，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思

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建立科学全面准确的课堂评价体系，开展过程性评价，对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

至关重要。本文聚焦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构建了融合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人机协同评价系统，通过拓宽评价内容和丰富评价方法使得

评价更科学、全面和准确，以期为解决当前思政课过程性评价的应用困境、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评价体系、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提供

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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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

育人的必要途径，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要保障。“05 方案”实施以来，高校思政课建设实现了规范快

速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从现实来看，高校思政

课教育教学工作仍面临一些困境，表现较为明显的便是考试评价

模式比较单一，重结果评价轻过程评价，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改进结果评价，强化

过程评价”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需要加大力气推进评价方式改革，

进一步强化过程评价。

当前越来越多高校开始从过程性评价出发进行思政课教学改

革，但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重理论轻应用”的现象，缺乏对评

价方法和支撑技术的研究，而高校思政课过程评价具有主体多元、

目标多样、内容复杂、标准差异等特点，建立科学、客观、有效

的方法技术体系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

技术，在教育教学评价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它可以纠偏教育

观念，提升评价的科学性；生产教育知识，提升评价的专业性；

优化教育治理，彰显评价的客观性。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思政

课过程评价中，为思政课过程评价提供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

使得评价更具科学性、专业性和公正性，必将会为解决当前思政

课过程评价的应用困境、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评价体系、提高

思政课教学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从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新标准新要求及高校

思政课建设面临的困境出发，从高校思政课过程性评价研究和实

践探索的薄弱环节入手，利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促进人类智能

和机器智能有效 融合，构建人机协同课堂评价系统，形成人机协

调的课堂评价机制，更好发挥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具有突破性

 意义。

一、人机协同课堂评价系统概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智慧教室内安装的摄像

头和拾音设备实时采集课堂教学中师生的视频和音频信息成为可

能。本文提出的课堂评价系统主要依托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

实现课堂情绪识别，通过情绪识别分析课堂教学效果，关注教与

学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变化，为教学改进提供决策依据，系统总体

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人机协同课堂评价系统框架

人机协同课堂评价系统的核心就是聚焦人工智能关键技术，

将其应用于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评价中，通过拓宽评价内容（采

集课堂视频中的表情和语音等），运用模式识别算法（人脸识别、

语音识别等），构建集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人机协同课堂教

学评价体系，为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 提供有力支撑。

（一）拓宽评价内容

1. 表情

面部表情是情感传递的重要方式。美国传播学家 Mehrabian

通过实验提出在情绪的表达中，面部表情所占比重高达 55%。人

类有六种基本情绪即快乐、悲伤、恐惧、惊讶、愤怒、厌恶，著

名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将这些表情描述为基本

表情，这六种基本情绪是离散的、相互独立的，每类情绪都有其

特定的行为表现。表情识别领域中的工作大多数是根据基本情绪

的不同特征进行情绪分类的，通过提取面部动作就可以推测个体

内在的主观情绪体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表情识别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研究。

2. 语音

语言表达是人们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之一，它在表达了说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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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传递的信息，也将说话人当下的情绪一起传递出去。语音是

语言的外部形式，是最直接地记录人的思维活动的符号体系。语

音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二是

不同的声音代表了不同的意义；三是其作用在于社会交际。语音

表达的情感的差异与其时间构造、振幅构造、基频构造和共振峰

构造等特征方面的构造特点和分布规律有关。在语音声学特征提

取方面，主要集中在短时能量、过零率、基音、共振峰、持续时间、

韵律、频谱特征、梅尔频率倒谱系数等。因此可以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识别师生话语情感，实现课堂氛围智能分析。

（二）丰富评价方法

生物识别技术是指利用人体的某种生理或行为特征来进行个

体身份鉴别的一项新技术，伴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越

来越多的生物特征加入进来。生物识别系统的性能可以用多项指

标来进行评价，不同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指标对比如表 1 所示。

下面针对本文关注的关键技术，重点介绍人脸识别技术和语音识

别技术。

表 1 典型生物特征指标的比较

生物特征 普遍性 准确性 受欺骗性 易接受性 持久性 可采集性 独特性

人脸 H L H H M H L

虹膜 H H L L H M H

指纹 M H M M H M H

手指静脉 M M L H M H M

语音 M L H H L M L

步态 M L M H L H L

1. 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是生物特征识别中备受关注的识别方式之一，相

比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其最突出的优势是可远距离、非接触

式地进行身份识别。人脸识别的算法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基于人

脸特征点的识别算法；二是基于整幅人脸图像的识别算法；三是

基于模板的识别算法；四是利用神经网络进行识别的算法 [17]。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飞速发展，人脸表情识别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学者进行研究。传统的表情识别方法主要是通过人工设计特征并

结合分类模型来达到表情识别的目的。随着深度学习的崛起，卷

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算法，例如 Le 

Net，VGG，Res Net，凭借自身强大的特征提取能力被广泛应用在

人脸表情识别中。

2.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是利用机器对语音信号进行识别和理解并将其转

换成相应文本和命令的技术。其本质是通过对未知语音和已知语

音的比较，匹配出最优的识别结果 [21]。语音识别发展到今天已

经有 70 多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技术萌芽阶段（20 世纪

50-70 年代）、技术突破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产业化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初）和快速应用阶段（2020 年至今）。当

前语音情感识别是语音识别领域中一个重要分支，因其快速、便捷、

真实的特点，受到了广泛学者的深入研究。在过去的语音情感识

别研究中，学者们多数使用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来进行语音情感

识别的研究，近几年随着深度学习的火热，深度学习方法在各个

领域中都表现出了优异的性能，成为其中的翘楚。

三、未来展望

在本文研究基础上，将以青岛农业大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为依托，通过研究适用于过程性评价的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和科学

的思政课过程性评价模式，探讨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政课过程性评

价的有机融合，研究一条应用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构建科学全面准

确的思政课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有效路径，研究人机协同课堂评价

系统的具体实施。主要工作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面对当前样本

数据量较少的现状，开展基于传统的特征提取方法的模式识别技

术研究（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等），发挥其在所需标记数据量少、

更具解释性、效率高等方面的优势；二是开展基于半监督框架的

深度学习研究，充分利用标记数据和未标记数据，有效解决因当

前课堂教学评价应用中标记数据量较小而造成的深度学习性能不

佳的问题，更适用于评价应用。三是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开展多

模态融合的模式识别研究，提高识别的准确率、鲁棒性和抗仿冒

攻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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