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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o d l e 中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带有评价功能，但

互动评价是一个专为评价而设计的活动模块，根据评

价主体的不同，允许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其中学生

评价包括学生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互动评价设计了

五套评分策略供创建者在制定评价标准时选用。评价

活动既是一项学习活动，也是一项融合了人类情感的

主观性活动，容易受到人类主观情感的影响，针对这

一情况，互动评价巧妙地设计了不同的参数，有效排

除了评价过程中人为的、情感方面的干扰，保证评价

活动客观公正。

在互动评价里，每个学生都有两项任务：递交作

业和评价作业。学生首先需要提交自己的作业，之后

同伴和教师对该学生的作业打分及写反馈意见，这些

分数形成了作业提交等级。该学生接下来既可以评价

自己同伴的作业，也可以评价自己的作业，并给每份

作业都打分及写反馈意见。教师据此对该学生的作业

进行二次评价，形成评价等级。该学生的最终成绩为

作业提交等级和评价等级之和。

一、针对评价主体的多种评价方式

1.教师评价

教师评价指教师对学生提交的作业进行评分或

写评语。这是传统教学惯用的评价方式。教师承担所

有的评价任务，学生的成绩由教师根据学生作业情况

来决定。互动评价中的教师评价不仅具有传统教学评

价的作用，而且教师评价是其他评价的标准，学生评

价的质量依赖于与教师评价的匹配程度——越接近教

师评价，则该学生评价的质量就越高。教师评价在互

动评价中具有权威性。

2 .对教师样例的评价

对教师样例的评价是指学生进入互动评价之前，

首先需要对教师提供的教学样例进行评价，之后才能

提交作业，进入互动评价。这种评价方式用来供学生

练习如何进行评价，目的是让他们学会客观地评价。这

种评价方式只有在教师提供样例的情况下才得以存在。

3.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指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评价。自我评

价是自我改变的第一步。学生的自我评价是学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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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学生自我评价的作

用，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使之成为学习的主人。

4.同伴互评

同伴评价指学习共同体中所有同伴针对彼此的

作业情况，参照评分策略，可以对同伴的作业打分、

写反馈意见等。传统的作业评价都是单向的，即同伴

对某学生作业做出了评价，该学生不能够对这种评

价给出反馈意见。互动评价不仅有单向式，而且可以

采取双向式，即同伴对某学生作业做出了评价，被评

价的同伴可以和评价的同伴就作业评价的情况交换

意见，直至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这次评价才能生效，

否则，有可能作废或者需要请教师做出公正的裁决。

同伴互评给学生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在评价中

交流思想、发现问题并共同解决存在的问题，有利于

协作学习，帮助学生提高积极性。

5 .对评价进行再评价

对评价进行再评价也就是二次评价，这是互动

评价中教师专享的评价活动，用于评价学生做出的

评价。学生评价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生互评时

可能存在包庇、不负责、评价态度不端正等现象，也

可能由于学生的误解导致评价的不准确。针对这些

情况，教师根据学生做出的评价，进行再评价。学生

的最终成绩由自己的作业提交等级和评价等级共同

决定——作业等级根据学生的作业情况得出，评价等

级根据学生做出评价的情况得出。对评价进行再评

价是互动评价中最具特色的评价方式，不仅保证了

评价活动得以平稳进行，而且对学生的自评和互评

起到提醒、引导等作用。

二、针对评价内容的五套评分策略

鉴于评价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互动评价提供了

五套评分策略，分别为不分等级、累积等级、误差范

围等级、标准等级和量规等级。

1.不分等级

在这种不以分数的形式出现的评分策略中，学生

可以对提交的作业进行评价但不评分，教师同样可以

只对学生做出的评价评分，而不对学生提交的作业评

分。学生的总成绩就是“对评价评分”的评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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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就是每套标准的加权分数。这种评分策略没有可

调整选项。

三、互动评价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1 .树立教师绝对的权威

互动评价的一个很重要特点是教师具有绝对的

权威。学生评价的优劣依赖于与教师评价的匹配程

度。对评价进行再评价是教师专享的一项评价活动，

不仅对学生的评价进行了再次评价，而且对其他教

师的评价也进行了再次评价，但是互动评价默认“管

理员”教师的评价是最好的，所以是满分，即在创建

互动评价时“对评价评分”所设置的分数，尽管不在

互动评价中显示出来，但会影响到教师管理界面“对

成绩的评分分析”的数据。

2 . 针对学生，排除非智力干扰

评价不仅涉及学习活动，还涉及情感因素。情感

因素的介入势必影响评价的客观公正，最终影响学

生的成绩和整个评价活动的效果。互动评价针对作

业方面，根据创建者的需求，提供了隐去学生相关信

息的选项，即评价时只能看到作业的内容，看不到这

份作业是谁的，类似密封批改试卷。当然，这些措施

能否实现，依赖于在创建的时候如何设置参数。

3 . 评价数据支持及人性化设置

强大的评价数据支持是互动评价又一重要特色。

在教师管理界面，教师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每个学

生的学习情况，包括作业情况和对同伴作业评价的

情况。教师一方面根据评价数据随时调整互动评价

参数设置，使评价活动更加规范合理，另一方面通过

评价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或调整教学策略。

针对对评价进行再评价，互动评价特别增设了“对成

绩的评分分析”，从数据中可以直接看到二次评价的

最高分和最低分、二次评价的个数、二次评价的平均

分以及评分的离散程度，即“元素的标准绝对差”。这

组数据专为教师而设，辅助教师整体把握学生学习

情况。在学生管理界面，学生同样可以看到自己的得

分情况，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自己的成绩依赖

于教师的设置。

考虑到评价反馈的烦琐，为避免重复劳动，互动

评价增加了“添加评论”功能，能保留评价反馈，下

次再遇到需要类似反馈的时候，直接点击保存好的

即可。保存下来的评价反馈不仅可以供添加者使用，

所有参与活动的同伴都可以共享。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

2.累积等级

这种类型的评分策略由一系列评价元素决定。

每个元素都应涵盖该作业某一方面的内容。一般而

言，一项作业应包含5～15 个评价元素，具体数字根

据作业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决定。评价元素具有以下

三个特征：

（1）对评价要素的描述。明晰该评价元素是针对

作业的哪个方面展开评价。如果评价是定性的，最好

给出如何确定好、中、差的各项细节。

（2）评价要素的量表类型。事先设定若干评分等

级，从简单的是 / 否等级到多点式等级再到完全百

分百等级。量表类型的选择依据评价要素的特性决

定。总成绩只受权重的影响，不受量表类型的影响。

（3）评价要素的权重。权重表示要素的相对重要

性。在默认的情况下，各个评价要素同等重要。权重

是可以依照要素的重要程度来改变的。由于最高分

数值是由“为提交评分”确定的，因此权重的改变不

会影响最高分数。权重也可以是负值，不过这只是一

个实验性的特征。

3 ．误差范围等级

在这种评价策略中，作业由一套是 / 否等级来

评分，分数由成绩表决定。成绩表给出建议得分和错

误个数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份作业中要求必须包含

六个要点，成绩表根据这六个要点呈现的情况给出

建议得分。如果某些要点比其他要点重要，可以适当

增加权重因子。错误的个数是未出现的要点个数之

和。默认情况下每个要点权重为 1。成绩表有可能是

非线性的，例如，对应一份作业中的 1 0 个要素，建

议得分可能是90%、70%、50%、40%、30%、20%、

1 0 % 、0 % 、0 % 、0 % 。学生评价时可以将建议得分

在向上或向下的2 0 % 范围内调整。

4 ．标准等级

这是最简单的评分策略。作业由一套标准描述

来评分，学生选择最适合该作业的描述。标准表为每

个标准给出建议得分。例如，针对一份作业可能有五

个标准描述，学生必须从这五个标准描述中选择一

个最能代表这份作业情况的描述，该作业的提交分

数就由这个描述的建议得分决定。同误差范围等级

一样，学生可以将建议得分在向上或向下的2 0 % 范

围内调整。

5 ．量规等级

M o o d l e 评价中提供的量规类似于标准等级，是

多个标准等级的组合。每套标准涵盖某一类别，每套

标准最多可有五个描述，并且有各自的权重。评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