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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评价反馈研究
张小芳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在信息化的教学过程中多样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显著增强了英语教学的丰富性和时效性，同时对英语教学评价也提出了
新的挑战，长期以考试成绩衡量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方式显然已不能够全面地反映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养，需要我们探索一种新的、
更全面的评价方式。本文通过分析当前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常见评价体系和现状，旨在探索适应时代要求和学生需求的与信息化
相融合的科学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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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日趋深入，英语教学信

息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的整合与应用，信息化
背景下英语教学模式探究以及英语翻转课堂研究等，涉及信息化与
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当前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存在的问题
（一）评价内容单一
受现行的考试制度和考试形式的影响，片面强调考试成绩，重

点教给学生学习更多应试策略和方法，忽视了学生的英语水平，导
致一些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就包括部分高校现行
的大学英语考核方式和形式，更多地把对学生成绩的观测点放在能
量化的简单的知识能力上，缺乏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关注，尤其
是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大部分考试不包括口试，这势必会导致影
响学生练习口语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二）与信息化技术脱节
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忽视过程性评价，单纯依赖于终结性评价

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上一部分所提到的，终结性评价以期末
考试为主，形式多为笔试，这就导致了教师所给的评价反馈信息滞
后，教师和学生往往在学期末甚至是假期才能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效
果，再进行教学和学习的调整显然为时已晚。其次，信息化技术在
教学评价反馈中参与度几乎没有，目前教师注重的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集中在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上，忽视了信息化技术，例如网络教
学平台对教学评价反馈的优势互补作用。

（三）评价标准不注重学生个性
教学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的单一导致了评价标准缺乏灵活性

和个性化。目前对学生的评价主要由任课老师决定，学生不能参与
到教学评价过程中，实现不了对自己以及对其他同学的评价，忽视
了学生参与教学评价的积极作用。其次，评价标准的刻板化还导致
部分在某些方面能力突出的学生往往得不到较好的评价效果，例如
部分学生受前期地方中学教育的影响口语水平较好，但教师的评价
标准却不包括口语一项。这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信息化与网络技术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优势
与上文所述当前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现状存在的不足相比，

将信息化网络技术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有诸多优势。第
一，丰富教学评价内容。对学生成绩的观测点除了可以量化的简单
的知识能力，也要加大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关注，例如学生的语
言综合表达能力。对于班级规模较大、学生数量较多的情况，可以
在过程性评价中增加对学生语言综合能力的考查，避免终结性评价
时增加教师工作量。第二，激发学习兴趣。信息化技术与教学评价
反馈的融合既可以丰富教学评价内容，也使评价方式多样化，例如
一些网络教学平台能在形成性评价中提供抢答、讨论、选人、小组
任务、问卷、投票等各种为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既丰富了教学评
价内容，又吸引了学生的关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以学
生为主体，提倡个性学习。科学的教学评价主体具有多元性，学生
也要参与到教学评价中来。要探索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实现师生和
生生互评，这样才能多角度，多层面为教学提供信息反馈。

四、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评价反馈模式创新
（一）构建大学英语开放性教学评价环境

改革传统课堂教学评价模式，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外语课堂教
学多元评价模式，教师需要有目的、有方法地构建开放性教学评价
环境。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教学评价与教学、教学评价与学生和教
师的关系。优秀的教学需要多元化、开放性的教学评价来体现，而
多元化、开放性的教学评价是需要教师和学生都要参与到其中的，
且学生发挥的是主体性作用。其次，教师要明确开放教学评价体系
的构建原则。第一，应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体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自动性和创造性，加强过程性、体验性目标评价，着眼于学生英语
能力的长远发展，努力实现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三方面的整合。第二，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结合
起来，发挥教学评价对学生英语学习效果的激励、诊断和发展功能。
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唤起学
生的英语学习需求，从而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学。

（二）改革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模式
在前期的理论和网络条件具备之后，教师可根据学校的实际情

况和自己及学生的需求来改变以往的教学评价模式，主要从提高学
生的评价主体性和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两个方面入手。
调整教学评价比例为: 总评成绩 100%= 形成性评价 40%+ 阶段性
评价 10%+终结性评价 50%。再具体划分如下：首先，形成性评价
即平时成绩，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按照一定比例，分别对学生的出
勤情况、课堂表现、作业、小组任务等表现给予全面评价，其中作
业和小组任务可以由多种形式体现，例如学生的口语测试、写作测
试和翻转课堂等，形成性评价成绩主要通过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
和学习通 APP 来实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实时观测并检验自己
的学习效果。阶段性评价即期中考试，也是利用超星泛雅平台来进
行在线测试，期中考试题型设置与期末考试相接近。终结性评价即
期末考试，通过笔试的形式进行，全校统一进行。调整之后的教学
评价模式更能多元化、多主体地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也方便教师
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

五、结论
要积极探索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更新教育观

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和现代化教学手段
的辅助作用，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反馈模
式，培养出满足时代发展需求的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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