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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 

张  晓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7 

摘  要：随着大数据、5G 等技术的成熟，信息时代的在线教学也开始迅速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在线教

学质量评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本文以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维度为切入点，阐述了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框架要素，为高等院校进行在线教学

建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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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教育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环

节。2012 年，在美国网络平台课程设立的推动下，慕课在全球大规

模开展，推动了国内外在线教育的高速发展，面向各类学习需求者

的在线课程陆续上线。在线教学成为了各类型院校开展教学的主要

方式，也为各类学习者提升自我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美国在线教

育发展全景报告》（2019 年发布）指出，在线学习逐渐成为美国高

校主流在线课程。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2022 年底为止，国内各平

台上线 MOOC 数量超 5 万门，平台注册用户达 3.7 亿，成为 MOOC

数量和应用量最多的国家。 

在线教学的发展提升了师生教育的信息化素养，也暴露了在线

教学实践中的质量差异。近几年，大数据技术逐渐成熟，在教育方

面的应用越来越多，随着智会教学的发展，传统教学评价方法不足

以覆盖在线教学过程中具有动态性特征的过程评价，从而无法精确

反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实现在线教学过程中的精准教学。为顺应

数据驱动的在线教学模式，基于大数据的教学质量评价研究成为研

究热点。利用大数据追踪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质量评价方式能解决传

统评价中主观性强、无法实施全过程动态监测的问题，为提升在线

教学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二、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的现状与问题 

在网络学习平台进行教学开展活动，可以满足学习者多样化、

个性化、碎片化的学习需求，相伴而来的就是教学过程大数据，这

些数据数量庞大且种类复杂，利用传统评价难以做到全面、可持续。

大数据具被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迅速获得有需求信息的能力，可以

解决传统评价的难题，已经成为相关技术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利

用大数据技术对在线学习进行评价，能够通过大数据推演出内部关

联，更全面分析在线教学质量，对学习过程做全面分析，推动在线

学习质量评价变革。但由于国内大范围开展在线教学时间不长，在

线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不是很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内尚没有统一制定关于在线教学的质量评价实施办

法。国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中指出了要

推进专业评价，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

多种评价方式，但是并未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及细则，使得国内各高

校及慕课平台课程无法真正落实在线教学质量监督细节。 

其次，在线教学质量评价主客体及评价指标不明确。在线教学

的质量评价重点是确定主要评价指标，建立评价框架。自 2000 年

开始，国外很多学者对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越来越关注。

Ehrlich D（2004）在研究中指出，在线教学与传统教学有相似之处，

但前者对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要求更高，为保证

在线教学质量，教师应熟悉智慧教学平台，同时激发学生参与度，

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平台-教师作为共同体进行教学

活动。Kidney G（2007）在研究中对休斯顿大学开展的在线教学进

行了总结，从教学设计、平台研发、工具使用、教学设备等方面提

出了在线教学质量的保障策略。Mahafzah M、欧洲高等教育保证协

会等也对在线课程进行学习评估模型的建立分析和适应性评价等

工作，以期建立与在校教学相适应的教学质量评价框架，帮助教师

和学生更好的适应在线教学，提升在线教学质量；同时能够为高校

和慕课开发者提供实施性较强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国内，赵

呈领（2020），陈耀华（2016）徐娟（2021），周颖姗（2021）等从

成果导向出发，考虑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目标等要素，提出

了多种在线教学评价框架。但是现阶段提出的教学评价框架多是围

绕单一要素进行评价开展的研究，没有考虑教学各要素之间的动态

性及内在联系。综合国内外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对在线教学的质量

评价标准的确定，与所在国家教学特征与学习者需求相关，而且根

据课程教育的价值导向不同，国内外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并不通

用，国内也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质量评价体系和指标，为在线教学质

量评价带来困扰。 

随着智能技术驱动教育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基于数据驱动

的教学改革研究逐渐增多，这些研究者们强调数据分析将学生的学

习需求告知教师，教师根据数据结果进行教学内容、资源等的修正，

以期达到教学效果。为了保障在校教学质量，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组织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过《高校内部在校教学质量保障》。国

内许多高校出台了在线教学质量管理措施，但是这些都只是意识层

面的举措，对教学实践没有发挥充分的作用。根据信息化教学需要，

高校的教学方式绝大多数为在线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如何

全面系统地进行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是保障在线教学深入开展的重

要环节，成为了智能时代高校在线教学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三、智能时代数据驱动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的实施对策 

进入智能时代，学习空间、教育需求、教育技术都发生了改变：

教师角色从知识讲授者转向联通学习促进者；教学思维从标准化教

学生产转向个性化学习服务；教学主体从教师主导转向师-机-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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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新格局。这些改变推动在线教学质量特征有了新的特征，即目标

与内容具备建构性和发展性，方法与过程具备促进性、敏捷性和个

性化，数据与平台具备智能化和开放性。提高在线教学有效性，是

高等院校在校教学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使命。为适应智能时代的大

数据技术发展，进行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时，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 

1.明确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维度。 

智能时代数据驱动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价，需要将教学目标与内

容、教学方法与过程、技术与系统等要素进行整合，从不同的维度

进行整体评价。（1）建构学习维度。智能时代的在线教学不同于以

往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它需要学习者在现在的社会文化背景

下，通过人-机协作，进行意义的主动构建达到获得知识的目的。

在建构学习的维度下，教师是建构的督促者/辅助者，学生是建构的

主体/主导者，二者通过共同参与，不断反馈，使在线教学质量评价

形成了一个可持续改进的回路系统，是一种动态性的评价系统。（2）

自主学习能力维度。智能时代使得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增多，同时

也分散了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其他信息左

右。在线教学主要是要以学生为主导，通过在线资源的搜集整合进

行建构学习，这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个考验。在信息化时代，

自主学习能力与素养的评价是高等学校实施在线教学的一项主要

评价要素，是信息化时代学习者进行在线学习的基本能力。（3）促

进学习维度。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之一，通过改进教学设计（如分组

活动、课堂抢答、作业互评等）提升学习者兴趣，是在线教学质量

评价的要素之一。在质量评价过程中加入促进学习维度，可以促使

教师教学设计及课程评价方式不断迭代优化，形成更加丰富的教学

资源，同时丰富了课程的过程性评价内容。（4）个性化需求维度。

良好且有效的在线教学要能够通过大数据下的评价让教与学的双

方随时发现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也就是增值性评价。“教”方能

够根据大数据评价精准找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团队

协作、专业素养等能力进行评价；”学“方能够根据评价结果精确

了解自己掌握知识情况，从而做到查漏补缺。 

2.构建智能化的师-机-生协同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框架。 

信息时代，随着教学方式和教学工具发生变化，教学质量评价

思维和体系也要随之改变。建立数据驱动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框

架，首先需要明确为什么要进行质量评价，也就是评价的目的是什

么，确定好评价目的即可进行“评什么”、“谁来评”、“如何评”的

过程实施。数据驱动下的教学质量评价主客体不能是单纯的教师与

学生，要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师-机-生协同评价，这样可以形成动

态的，可持续的评价系统。大数据驱动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是结合

课程建设目标和教学目标，充分利用智能平台，从课程质量和教学

效果等方面进行课程质量评价设计。评价主体——“谁来评”？在

线教学质量评价的评价主体不同于传统教学评价，它的评价主体应

该是师-机-生共同体；评价内容——“评什么”？在先教学的评价

内容不能局限于评学，要从个性发展、建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

方面将教与学融合，形成可持续改进的循环评价回路。“如何评”

是教学质量评价工具，明确评价的开展方式方法，评价步骤和流程，

评价结果的表达等，“评什么”要和“如何评”结合进行。 

四、结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

出了要推进专业评价，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促进学生

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

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

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高校教育信息化也迈入 2.0 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本

研究从教学质量评价维度与评价框架主体等方面提出了适应大数

据背景下的在线教学质量评价框架，丰富了在线教学质量评价维

度，将传统教学的师生主体转化为师-机-生协同评价主体，为未来

优化高校在线教学建设提供了借鉴，提升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创新服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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