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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智慧教学与智能测评发展概述



1. 1 指导思想

2018年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1. 1 指导思想

吴岩司长《抓好教学“新基建” 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2021.03）



1. 2 智慧教学实践与研究

起步期（2009-2013年），
主要涉及智慧教学的理论基础
和支撑环境

1

快速发展期（2014-2016
年），涉及智慧教学关键技术
和智慧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全面应用期（2017年至今）    
教育大数据分析及以人工智能
为核心的智能教育发展突出、
五大金课建设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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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智慧教学实践与研究的三个阶段 （张秀梅等，2020）



1. 2 智慧教学实践与研究

智慧学习环境建设

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智慧教学

机器学习技术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三大方面
（张茂聪&鲁  婷，2020）



1. 2 智慧教学实践与研究

智慧教学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学习能力
培养

评价体系
建设

智慧教学
工具

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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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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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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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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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改进

流于形式

缺乏研究

机械复制

互动不足



1. 3 智能测评的发展

        疫情期间，在线教学促使在线测试系统向智能化迅速推进并成为智慧教学不可

或缺的重要内容。

        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

（吴岩，2021）”。



1. 3 智能测评的发展

        智能测评系统需要向纵深发展，鉴于我国外语测试实证研究多数围绕

大学英语四六级和专四专八的考试效度和反拨效应（江进林，2018），我

们还需要关注专门用途英语测试、认知诊断测试、测评素养等研究主

题，发挥其信息技术突破传统测试方式的局限，发展多模态测评，考查学

生的实际交际能力，充分利用其智能化优势提升测评的反拨效应等。



二

智能测评应用新发展之诊断测评



2.1 诊断测评是形成性测试的有益补充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提出：

大学生英语能力测试的目标是构建“形

成性测试与终结性测试相结合”的综合

测试体系，......采用多样化的测试方式，

全面检测和跟踪大学生英语能力发展，

准确评价大学生英语能力水平，发挥测

试对教学的正面导向作用，使之更好地

为教学提供诊断和反馈信息。

一个标准统一且对接《中国英语能力

等级量表》的诊断测试系统“全面检

测和跟踪”大学生在四年本科生、三

年硕士研究生和三年博士研究生学习

阶段的英语能力发展，让学生有机会

深入评价自我的纵向发展。

目标 有益补充



2.2 诊断测评是测评内涵建设的必然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还指出：大学英语

教学应遵循外语学习规律，充分考虑学生在学

习方式和学习风格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教

学方法的选用应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党中央、国务院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坚持科学有效，改

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完善评价结果运用，综合

发挥导向、鉴定、诊断、调控和改进作用。

        告知语言微技能上的具体表

现，提供科学而有针对性的自主

训练指导。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

施精细化诊断测评，引导和帮助

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学会学习、

学会反思。

目标
必然要求



2.3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诊断测评模块



2.3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诊断测评模块

系统特点1：听说读写语法全技能诊断



2.3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诊断测评模块

系统特点2：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SE）》对接



2.3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诊断测评模块

系统特点3：诊断微技能表现



2.3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诊断测评模块

系统特点4：翔实的诊断报告



2.3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诊断测评模块

系统特点5：智能推送诊后训练



三

河南工业大学
外语智慧教学与测评创新举措



3.1 外语智慧教学大事件（Since 2016）

全 面 启 动 i T E S T 机 考
2019年与外研在线签约    

智慧教学合作共建示范基地

开 展 校 企 合 作

2019-2021年全面升级  

语言实验室基础设施

建 设 云 桌 面 实 验 室

2018年开展基于U校园的大学

英语视听说教学范式改革

推 广 U 校 园 建 设 省 级 精 品 线 上 课 程 省 级 智 慧 教 学 专 项
研 究 项 目 立 项

2016 2018 2019 2020 2021

1.高级英语                2011         

2.口译理论与实践          2019

3.文化行走：中西文化概况  2020

2022

建 设 校 级 口 语 交 际
虚 拟 仿 真 实 验 项 目

“智慧学习工具赋能英

语学习效能的实证研究”



3.2 iTEST智能测评在疫情期间的应用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考务准备 实验班 诊断报告 反拨推广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1. 考务准备工作

l 由实验教学负责老师分别体验听、说、读、写等分项技能的诊断测试
    发现：

    1）当前需用电脑作答，暂不能使用移动终端，期待移动端APP在今年 4月投入使用；

    2）测试属于“自适应考试”，试题难度会根据答题情况动态调整；

    3）诊断测试题型丰富，测试用时相对较长：根据不同级别或学生个人情况，口语

30分钟，听力50-60分钟，写作45-65分钟，阅读60-80分钟，建议学生在规定场地和

规定时间答题，以排除外界干扰；

    4）不能在短期内反复进行同一技能的诊断测试，两次测试需要间隔3-4月。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2. 实验班（翻译2101班）在语言实验室完成口语、听力和阅读3场诊断测试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2.1 测评维度与内容（以口语为例）

考前自评：对技能与自我的认知

考后自评：对技能与自我的再认知

任务设计：口语测试的构念效度
      1）朗读类任务（故事、篇章等）
      2）复述类任务（句子、故事等）
      3）描述类任务（图片、图表等）
      4）说明类任务
      5）论述类任务

兼顾言语交际功能与可操作性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2.1  诊断测试成绩汇总

各级人数统计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 老师查看班级报告（以口语诊断测试为例）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 老师查看班级报告（以口语诊断测试为例）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 老师查看班级报告（以口语诊断测试为例）

自我评价环节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 老师查看班级报告（以口语诊断测试为例）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 老师查看学生个人报告（以口语诊断测试为例）

可以回听学生音频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 老师查看学生个人报告（以口语诊断测试为例）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测评的反拨效应

1. 审视考试组织本身
 学生对于考试形式和内容准备不足，影响了发挥：不知道怎么记笔记和梳理发言要点

2. 教学反思
  第1学期语音教学侧重语音技能基本训练，跟读训练居多，主题发言和自由表达涉及不多。

3. 教学改进
  1）本学期开设了《诵读实训》课程，要在既定教学计划中增加复述和主题发言的训练；

  2）要求学生制定口语训练计划，明确薄弱环节，主动找老师指导，力争尽快提升。



3.3 诊断测评模块的探索应用

       校内推广

1.  组织教学研讨会，宣讲诊断模块；

2.  大学英语教学部、英语系和翻译系结合各自课程与学生情况，选择诊断测试内容，并
将成绩计入平时成绩；

3.  语言实验室制定开放晚间和周末开放计划；

4.  大学英语课程涉及人数多，系部老师建议在移动端上线后利用手机开展测试；

5.  英语与翻译专业由课程任课老师组织发布相关测评，在语言实验室完成；

6.  组织硕士研究生在规定时间段内自行参加口语、听力与写作的诊断测试。



四

诊断测评助力智慧教学展望



四  诊断测评助力智慧教学展望

一、通过诊断测评反拨教与学
通过iTEST智能测试云平台诊断模块，反拨教师教学，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对智慧教学再次做出新探索、新改革。

二、期望产品新发展
期待移动端在4月投入使用，突破考试场地局限；

加强诊断测评题库建设，满足多样化诊后训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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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