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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涵盖知识、技能、思维、素养和协作五个维度的多维评价体系,并在实际教

学中进行了验证和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多维评价体系能够全面、科学地评估学生在人工智能教育中的

综合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多维评价体系不仅适用于人工智能教育,还可以为其他学科领域的教育评价

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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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in AI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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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encompassing five dimensions: 

knowledge, skills, thinking, literacy, and collaboration. It has been verified and optimized in actual teach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can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asses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in AI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ir overall development. This system is not 

only applicable to AI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 other disciplines, with 

broad promo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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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AI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在中

国,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AI课程在中小学的普

及。然而,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在培养和评价AI人才方面存在诸

多不足,亟需构建一种多维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以应对未来社会对AI人才的迫切需求。 

1 研究背景 

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主要以知识掌握为核心,侧重于标准

化测试和学术成绩的评估。这种评价方式在培养和评价学生的

综合能力,尤其是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具体

表现为：主要关注理论知识,忽视实践操作、创新能力和团队协

作等；过分强调考试成绩,导致学生倾向于记忆和应试技巧,而

非理解和应用知识；评价标准过于统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个

性特点和发展需求；传统评价体系往往忽视学生的伦理道德、

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养的培养。 

2 研究目的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多维评价体系,全

面提升AI教育质量。该体系涵盖知识、技能、思维、素养和协

作五个维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将探索多维评价体系的构

建方法,并在实际教学中进行验证和优化。具体目标包括：构建

多维评价体系：确定各个维度的具体评价指标和方法；实施路径

探索：在实际教学中应用多维评价体系,探索其有效性和可操作

性；效果评估与改进：通过实证研究,评估多维评价体系对学生综

合能力提升的效果,并根据反馈不断改进和完善评价体系[1]。 

3 理论基础 

3.1评价体系的相关理论 

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是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其核心目

的是通过科学的评价方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发展水平。传统的评价体系多以单一维度的知识测试为主,侧重

于学术成绩的评估。然而,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多维度评

价体系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3.1.1教育评价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的

收集和分析信息,判断教育活动效果的一种过程。传统的教育评

价体系主要包括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种类型。形成性评

价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旨在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策略；总结性评

价则是在教学结束后进行,用于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目

标的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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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多维评价体系的定义和特点。多维评价体系综合运用

多种评价指标和方法,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全面、立体

的评价。相比于单一维度的评价体系,多维评价体系具有以下几

个显著特点：全面性：多维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理论知识,

还注重对其技能、思维、素养和协作等多方面能力的评估；过

程性：多维评价体系强调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持续跟踪和评价,

及时发现和解决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个性化：多维评价体

系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发展需求,设计个性化的评价方

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互动性：多维评价体系注重师

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反馈,通过互动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

长[2]。 

3.2 AI教育的特点 

人工智能教育具有独特的特点,需要在教学方法和评价体

系上进行相应的创新和调整。AI教育不仅涉及复杂的理论知识,

还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创新思维和跨学科解决

问题的能力。 

3.2.1 AI教育的特殊需求。理论与实践结合：AI教育要求

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能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

题的解决；跨学科融合：AI技术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教育过程中

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知识融合和应用；创新与创造：AI领域的快

速发展需要大量具备创新思维和创造力的人才,教育评价体系

需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评估；伦理与责任：AI技

术的应用涉及到伦理和社会责任的问题,教育过程中需要培养

学生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2.2学生在AI学习中的多维发展需求。知识维度：掌握AI

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技能维度：具备编程、实验操作、项

目开发等实践技能；思维维度：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能够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素养维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团队合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协作维度：发展良好的沟通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3]。 

4 AI教育中的多维评价体系构建 

4.1多维评价体系的维度选择 

在构建AI教育中的多维评价体系时,选择合适的评价维度

是至关重要的。根据AI教育的特殊需求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多维发展需求,本研究确定了以下五个核心维度：知识维度：该

维度主要评估学生对人工智能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知识是学

习的基础,全面、系统地掌握AI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是学生进

一步发展的前提；技能维度：技能维度评估学生在编程、项目

开发和实验操作中的实际能力。AI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生需要具备扎实的编程能力和项目实施能力,以便将所学知

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思维维度：思维维度旨在评估学生

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AI领域的快速发展

要求学生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够独立思考和

应对复杂问题；素养维度：素养维度关注学生的职业道德、团

队合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AI技术的应用涉及伦理和社会责任,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有助于他们在未来职业生涯中做出负责任

的决策；协作维度：协作维度评估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

能力。AI项目通常需要团队合作,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是成功

完成项目的关键。 

4.2评价指标的制定 

为每个维度制定具体的评价指标,以便全面、科学地评估学

生的综合能力： 

4.2.1知识维度评价指标。知识点掌握情况：通过测试和考

试评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答题正确率：反映学生在

考试中的表现；概念理解深度：评估学生对AI概念和原理的

理解程度,确保他们不仅仅是记忆知识点,而是能够深入理解

和应用。 

4.2.2技能维度评价指标。代码质量：通过代码审查评估学

生的编程能力,包括代码的正确性、简洁性和可维护性；项目完

成度：评估学生在项目开发中的表现,包括项目是否按时完成,

功能是否满足要求；实验结果准确性：通过实验报告评估学生

在实验操作中的表现,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2.3思维维度评价指标。创新性：评估学生在解决问题时

提出的创新解决方案；逻辑性：评估学生在思考和解决问题过

程中的逻辑性和条理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评估学生提出

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4.2.4素养维度评价指标。团队合作表现：评估学生在团队

项目中的合作情况,包括与团队成员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职业道

德认知：通过问卷调查或讨论评估学生对职业道德的理解和认

知；社会责任感：评估学生在项目或实验过程中对社会责任的

关注程度。 

4.2.5协作维度评价指标。沟通效果：评估学生在项目汇报

和讨论中的沟通能力；团队贡献：评估学生在团队项目中的贡

献程度,包括任务分配和完成情况；合作成果：评估团队合作的

最终成果,确保每个成员都能积极参与并做出贡献。 

4.3评价方法与工具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估学生的各项能力,我们采用多种评价

方法和工具： 

4.3.1定量评价方法。理论考试：通过笔试或机试评估学生

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项目评分：根据项目的完成度、质量和

创新性等指标对学生的项目进行评分；实验报告：通过评阅实

验报告评估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 

4.3.2定性评价方法。开放性问题：通过开放性问题评估学

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性；角色扮演：通过角色扮演评估学生的

沟通和协作能力；社会实践：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评估学生的综

合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4.3.3评价工具。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学生的自评

和互评信息；项目评审：通过专家评审或同伴评审对学生的项

目进行评价；竞赛成绩：通过学生在编程竞赛或学科竞赛中的

表现评估其综合能力；观察记录：通过教师或导师的观察记录,

评估学生在课堂、实验室和项目中的表现。 

5 实施路径与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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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课程体系建设 

基础阶段：AI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提升阶段：涵盖机器

学习、深度学习和数据分析等高级内容。深化阶段：注重跨学

科知识的融合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用阶段：侧重于实际应用

和职业素养的提升。 

5.2教学方法的创新 

项目式学习(PBL)：将实际项目引入课堂教学。项目选择与

设计：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兴趣,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项目实

施与评估：教师提供指导和支持,定期检查进度和成果。通过项

目展示、汇报和评审,评估学生在项目中的表现和收获。项目反

思与改进：项目结束后,学生进行反思和总结,教师提供反馈和

建议,帮助学生改进和提升。在下一次项目中,学生可以应用反

思结果,进一步提升项目质量和自身能力。 

5.3教师指导与反馈机制 

5.3.1导师制的实施。导师选拔与培训：选择具有丰富教学

经验和科研背景的教师担任导师,提供一对一的学术指导和项

目辅导。导师应定期参加培训,提升指导能力和专业水平；导师

与学生的互动：导师与学生定期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

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通过定期的导师会面、讨论

和反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3.2反馈机制的建立。过程性反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通过课堂提问、作业评阅和项目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

问题,提供过程性反馈,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

果；结果性反馈：在课程结束后,教师通过考试成绩、项目成

果和实验报告,进行结果性反馈。反馈应详细、具体,指出学生

的优点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和未来学习的方向；学生反馈：通

过问卷调查、座谈会和一对一访谈,收集学生对课程、教学方法

和导师指导的反馈,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及时调整和改进教

学策略。 

6 实施效果与案例分析 

6.1学生发展情况 

在多维评价体系的实施过程中,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显

著提升。通过知识维度的评价,学生扎实掌握了人工智能的基础

理论知识,在各类知识测试中表现优异。技能维度的评价帮助学

生提升了实际操作能力,学生能够熟练编写代码、设计项目并进

行数据分析。思维维度的评价促进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的培养,学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

素养维度和协作维度的评价增强了学生的职业道德、团队合作

和社会责任感,学生在团队项目和社会实践中表现突出,能够高

效地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 

6.2教师教学效果 

多维评价体系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能力,也促进了教

师教学方法的改进和专业发展的提升。通过过程性和结果性反

馈,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

学效果。 

6.3具体案例分析 

6.3.1背景：在机器学习课程中,学生需要完成一个实际的

项目,设计并实现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 

6.3.2实施过程：项目开始时,教师与学生共同制定项目计

划,包括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实施步骤和预期成果。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教师通过定期检查进度和成果,提供指导和反馈。学

生在团队合作中完成项目,并通过项目展示和汇报,展示项目

成果。 

6.3.3评价方法：项目评价包括知识维度的理论测试、技能

维度的代码审查和项目完成度、思维维度的创新性和逻辑性、

素养维度的团队合作表现和职业道德、协作维度的沟通效果和

团队贡献。 

6.3.4效果：通过项目式学习,学生不仅掌握了机器学习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还提升了创新思维、团队合作和沟

通能力。 

7 结论 

通过本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涵盖知识、技能、思维、素养

和协作五个维度的多维评价体系,并在实际教学中进行了验证

和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多维评价体系能够全面、科学地评估学

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其在人工智能教育中的全面发展。同时,多

维评价体系的实施也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和专业发展,推动

了教育评价的创新和进步。多维评价体系不仅适用于人工智能

教育,还可以为其他学科领域的教育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具有

广泛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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