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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平台的成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实践 
屈美荣  李明君  朱小英 

（烟台南山学院 工学院  山东龙口  265713）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成绩评价体系存在着模式单一、指标单调，评价结果滞后，只注重结果考核，不能及时的服
务于学习过程管理的困扰，尤其不适用于基于网络平台的教育成绩评价，但是借助于网络平台的教育现已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提出多层次、过程性评价，可以很好的弥补传统成绩评价体系的不足。并借助于“智慧树”教育平台进行了实践，并对应用本
成绩评价指标体系的班级与应用传统成绩评价指标体系的班级进行了比较，无论从最终成绩还是从课程体验上，均优于采用传统成
绩评价体系的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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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存在问题 
随着各行各业自动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

求更加强烈，为优化人才结构，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今
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 3500 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展 200 万人”。
扩招主要限制在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由于招生对象的特殊性，他们无法同
普通学生一样进行脱产学习，网络教学就脱颖而出。新冠肺炎疫情
下，多数高校也相继开展了线上教学，最大化的发挥大数据和通讯
技术在网络教学平台的作用[1]。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从技术上
满足了人们对网络课堂的需求，借助平台教学已经成为教学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2]。 

目前针对网络教学的成绩评价体系还不成熟，大部分教师依然
沿用传统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采用签到、交作业加期末考试的方
式。但是网络教学和传统的教室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教师不能及时
和学生沟通，不能即时对学习状态进行把控，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也不能很好地兼顾各层次学生
的学习需求。 

二、研究现状 
目前有些学者已经在着力于研究科学的课程成绩评价体系，采

用的评价方法普遍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3]：一是灰色聚类法。由我
国邓聚龙教授根据“灰箱”概念拓广而来，是一种由白到灰的方法。
二是主成分分析法。这是一种降维的统计方法，指在统计软件的帮
助下，仅对成绩的主要成分进行分析，并利用分析结果进行排名。
三是模糊评价法。这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运用模
糊集合变换原理，构造模糊评价矩阵，并通过多层复合运算最终得
到评价结果的方法。四是层次分析法[5]。这种方法是将与成绩评价
有关的元素根据重要性不同分成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
和定量的分析。但课程教学成绩评价体系中评价因子之间并非是定
量关系，且这些评价因子与课程教学成绩结果之间并非简单的函数
关系。至今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针对网络教育这一新兴课堂模式的
成绩评价体系，导致教师教学的茫然，学生学习的懒散或者偷懒、
钻空子现象。 

三、研究意义 
建立客观、规范、科学和可操作的课程教学成绩评价体系，并对

收集的结果作出客观、公正、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对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加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提升学科学生培养质量、强化高校教学
质量监督有着重要的作用。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未来工作的
能力和工作作风，而合理的成绩评价 可以促进教师更好的调整教学
规划，促进学生高效主动的学习，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提升。传统
的课堂培养模式对于学习效果的评价已经相对成熟，但是网络教育在
师生联系、信息传递等很多方面都区别于传统课堂教育。无论是利用
哪种网络平台授课，都是新型教学模式，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学
手段，需要有针对性的、可以很好的反应学生学习效果的成绩评价体
系，以促进网络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6]。 

四、关键技术 
构建适合网络教育的成绩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关

键技术：一是评价模型构建，二是评价指标与权重设定，三是学生
学习过程信息采集，四是多维算法构建与及时评价、干预。 

（一）构建评价模型 
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是“点名和作业*系数 1+期末考试*系数 2”

的形式，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可以进行，但是在借助网络平台教学模
式中则矛盾非常突出。最典型的是，点名可以代替签到，作业也可
以让别的同学代交，期末考试也存在作弊的更大可能。针对以上问
题，本课题拟在研究一种多层次分析法，将单一考核分为几个不同
评价层，根据不同的课程性质确定每个影响分子的权重。 

（二）评价指标与权重设定 
首先，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往往更注重结果性，教学过程中的

成绩评价占比较少。网络教育的特点在于师生接触少，监督性差，
成绩应更注重过程参与性，其次，借助网络平台的教育分班分层次
教学更加灵活，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学习程度不同，适时调整
班级划分，因此，在借助网络平台教学的模式中，过程评价就更为
重要。 

（三）学生学习过程信息采集 
及时统计公布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项信息数据。一是课前

预习情况，包括本堂课学习资料下载情况，课前预习视频观看情况，
以及在提问区提出的问题数量与质量。本项内容反映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二是课前探究情况，主要由学习小组内讨论发言的数量和
质量决定，本项内容可以很好的反映学生学习的主导型。三是课堂
参与情况，包括课堂活跃程度和作业提交情况。课堂活跃程度可以
由师生互动来考核。 

（四）多维算法构建与及时评价、干预 
成绩评价体系不仅仅是给出最后的考察结果，它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对学习者的督促，采用多维度算法，在给出没位同学及时总成
绩的的同时，每一项指标均根据课程的进度设置警戒值，阶段性成
绩设置所有学生均可见，及时提醒学习参与者，并且每位同学均可
互评，形成良性竞争，促进学习的主动性。 

五、研究过程 
（一）评价模型设计 
本课题提出的课程成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层次动态评价的方

式，模型构建如图 1 所示。由于本评价体系是基于网络平台教学的，
给班级动态带来了便利，故在动态评价学生成绩的同时，也给老师动
态调整班级组成，动态调整讲授内容带来了更大的可实现性。 

首先分析学生课前预习情况，根据课程性质赋予不同的计算因
子，计算课前预习成绩G1和课前探究成绩G2。 

根据G1和G2确定纳入哪一个层次的授课小组（基础组、提高组
或优化组）。 

阶段性成绩由课前预习成绩、课前探究成绩、课堂成绩和课后
反思成绩组成，不同类型的课程组成因子不同。 

根据阶段性成绩动态调整授课小组。 
最终成绩由四部分成绩加权构成。 
（二）评价指标设计 
构建成绩评价体系的指标结构，不仅要能客观的反应出课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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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成绩，而且要方便过程管理，能很好的为课程的过程管理服务，
并且要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不仅能普遍的适用于课程教学，更要
能应对个性化的需要，不仅可以客观的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应
该可以作为教师教学的助手。本研究依据课程进行的不同环节，制
定了不同的评价指标。课前预习指标，主要由每位课堂参与者学习
资料访问与下载情况 a1、课程视频观看情况 a2，以及在提问区提出
问题的情况 a3 三部分组成。课前探究指标，针对前期提问，设置讨
论小组，主要核算小组讨论活跃度 b1 与发言质量 b2。课堂成绩指
标，主要由每位课堂参与者的课堂活跃度 c1 与作业提交情况 c2 组
成。 

否

给出最终成绩

分析课前预习情况

调整班级，确定授课内容

评价阶段成绩

是否结课

是

 
（三）过程性信息采集 
借助于“智慧树”网络教育平台，可以实时的查看或者下载以

上制定的成绩评价体系所有指标的数据，根据 K-均值聚类算法分析
每组学生特点，得出分析结果，用于课堂教学。 

（四）及时评价与干预 
每次课前分析算法结果，根据结果及时干预学生学习积极性，

必要时给予提前预警，并根据结果动态划分教学小组。 
六、应用效果分析 
为研究本课程评价体系在网络教育中的有效性，对烟台南山学

院 2021 级本科生 8 个班 493 名同学进行了试验。疫情影响导致的网
络上课为我们对于本成绩评价体系的有效性测试提供了可能性。在
疫情影响下，烟台南山学院的学生借助于网络教育平台进行了两个
阶段的网络课堂，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资源。 

得益于“智慧树”平台的人性化成绩到处服务，为我们获得了
大量的过程性数据，借助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 K-均值聚类算法，可
以实时的反应每个同学的学习状态，并可设置预警机制，教师对预
警设置筛选，对预警同学及时提醒，有效弥补了以往网络课堂学生
的不可控性，学生在了解了自身的差距后，可以很好的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进而干预了学生的学习行为。 

为进一步验证本成绩评价体系的积极性，对 8 个班同学的期末
成绩以及学习感受进行了比较分析。末考成绩对比结果如表 1。 

表 1 末考成绩对比 

成绩（分数） 90 以上 80~90 60~80 60 以下 

实验组 25% 40% 30% 5% 

对照组 15% 30% 40% 15% 

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同学学习成绩普遍高于对照组，说明在学习
的过程中实验组的同学学习积极性比较高，学习参与度更好，更能
跟随课程进度，这也有利于获得学习的主动性。 

其次，才有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里克特量表，围绕个性化、
公平性、实时性和实用性指标，对于学习过程中的感受进行了分析，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每位同学均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学习过程感受 

等级 
维度 测试内容 组别 非常同

意(%) 
同意
(%) 

一般
(%)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个性 老师能够根据我的 实验组 42 49 9 0 0 

化 学习情况给我安排
合理的学习内容 

对照组 2 30 63 2 3 

实验组 39 42 19 0 0 公平
性 

我的学习能够得到
老师的关注 对照组 25 46 26 3 0 

实验组 29 52 19 0 0 实时
性 

老师能够及时为我
解决学习中困扰 对照组 5 43 49 2 1 

实验组 51 49 0 0 0 
实用

性 

本门课对我以后的
工作学习帮助会很

大 
对照组 35 50 10 3 2 

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同学更加享受学习的过程，对课程认可度
更高，这也有助于增进师生感情，获得好的学习感受。 

综合以上分析，实验组的同学无论在期末成绩测试中合适在课
程感受上，都比对照组同学理想。 

七、结论 
本文面向基于网络平台的教育教学进行思考，提出基于网络平

台的成绩评价体系结构。并详细阐述了本体系结构的模型，以及不
同教学阶段中每一个评价指标的含义与作用。提出了多层次过程性
成绩评价体系，很好的解决了传统的结果性成绩评价在网络教学中
的弊端。当然，本系统是在全校计算机通识课中进行的验证，是否
适合于其他类型的课程，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以下几个方面是本
成绩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一）提高成绩评价体系的易操作性。授课教师由于专业知识
的不同，导致计算机操作能力有显著的差异，是否能够做出界面化
的易操作窗口，以适应不同专业老师需求。 

（二）预警信息自动发送功能。与网络教育平台合作，是否能
实现预警信息自动发送功能，做到教学过程中自动管理，极大的降
低教师的工作量，也避免了发送不及时，导致学生学习过程监督不
到位导致的学习态度懒散。 

（三）增强隐私保护。学生的预警信息只能本人收到和查看，
即使为同组同学也不能相互查看，很好的保护学生的尊严。 

综上所述，虽然经过一个学期的验证，本成绩评价体系无论是
从最终成绩的客观性还是从学习过程的把控性上都取得了理想的
效果，但是仍然面临上述不足，接下来将对系统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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