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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测评数据分析的教学优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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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教育数据统计分析平台和工具在学校教学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但是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分析

并用以改善和优化教学过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该研究在揭示问题的基础上厘清了概念，提出：利用教育测评数

据确定学习者的学习起点，设计可量化的学习目标，选择适合学习者的学习内容，准确评价教学质量，及时进行个

性化学习分析与反馈的教学设计优化方案。研究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阶段性学习结果数据进行常态化收集

与分析，是不断优化和改进教学的关键，测评数据对于教学的支持不仅仅是从诊断性评价走向过程性评价，更重要

的可使教学从基于经验走向基于数据分析的科学安排，使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更精准、使教学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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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测评中需要对相应的数据进行收集，在
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收集的渠道
有限且非结构化数据居多，在保留有用数据的同时
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无法及时得到相应的信息
反馈，面对这些日益凸显的问题，一系列帮助教师
收集分析数据的教育软件与平台应运而生，并得到
了大量应用。如阅卷系统就是对常态化教学中学习
者平时的练习、测试、考试中的成绩数据加以收集
储存和分析，这不仅大大减轻了教师阅卷与统计的
工作量，也使个性化的学习测评分析成为可能[1][2]，
因而受到了教师的欢迎。但目前大部分教师并未突
破应试教育的思维，往往将教育测评数据作为强化
应试教育的工具，而对基于数据分析的教学改进关
注不够。目前关于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宏
观理论层面，较少聚焦现实问题。因此，如何基于
教育测评数据进行教学问题诊断与学习分析，如何
运用测评数据对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进行优化是值
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教育测评数据与应用中的问题

(一)教育测评数据
教育测评是指在一定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依

据确立的教育目标,通过使用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对
所实施的各种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

科学测量判定的过程。教育测评数据是针对教育效
果或者针对学生各方面的发展而获得的数据事实，
教育测评就是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 

数据是表示客观事物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在
百度百科中对大数据的定义是无法在一定时间内利
用常规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处理的巨量数据集合，
具有大量(Volume)、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
低价值密度(Value)、真实性(Veracity)的特点。教育
大数据是大数据的一个子集，是整个教育活动过程
中所产生的以及根据教育需要采集到的一切用于教
育发展并可创造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集合。孙洪涛
等进一步将教育大数据分为个体、学校、区域和
国家4个层次，以及包含基础数据、管理数据、教
学数据、科研数据、服务数据和舆情数据在内的6
种类型[3]。方柏林指出，这种采集维度窄，数据量
不大的学习数据更准确地说属于分析数据(Learning 
Analytics)，而非大数据[4]，顾小清等则将该类数据
定义为“学习经历(Learning Experience)”数据，并
指出每一个学习经历都应该包含学习者的学习是如
何发生的，在何时发生，在何地发生的信息[5]。

在测评中被收集的数据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教
育测评数据，主要指学生个体层面的学习数据，数
据类型主要为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特别是在中
学收集的学习数据主要围绕测评练习的整体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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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考察情况开展，包括题目的知识点、题型、
难度、区分度、学习者的正误情况、成绩、排名
等。在教学过程中应用教育测评数据分析软件或工
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常态化收集与分析是发挥测评
数据价值的关键，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习者知识的
变化情况[6]，进一步指导学习者调整学习步伐[7]，
不断完善和优化教学设计过程。

 (二)教育测评数据应用中的问题
目前教育数据统计分析平台和工具在学校教学

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但是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有
效的分析和使用仍然存在着如下问题。

1.基于传统教育思维使用测评数据
教师没有把大数据的应用看作是教学理念与方

法的变革，仅仅是利用大数据统计与分析技术提高
教育测评数据收集、统计、评判的效率，减轻教师
的工作量。教师并未突破应试教育的思维，把获取
结果数据作为重点，导致数据统计成为强化应试教
育的有力工具。 

2.重视结果数据轻视对数据的分析
教师在应用教育测评数据时主要关注成绩、排

名、优秀率、及格率、与年级差距等结果数据，缺
少对数据产生的原因，教与学过程的分析，更少有
用数据分析来改进优化自己的教学，仍然依赖于经
验教学。另外，教育测评数据分析平台侧重于理科
忽略了文科，理科大多为客观题，非对即错，技术
的实现也相对较为简易，这就导致文科教师对其接
纳度不高。从源头分析，教师的使用意识不强也受
此影响。

教育测评数据的分析，不仅从横向对学生成
绩等进行了分析，同时也从纵向进行了比对，挖掘
了更多的教育信息供教师采用指导教学，但是在实
际使用中，教师在没有经过专业的指导下很难对教
育测评数据显现出来的分析结果有效的进行提取使
用，远远达不到教育测评数据丰富的利用价值，使
其仍处于低效率使用阶段。

二、教育测评数据分析的教学意义

(一)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教育测评数据的分析可根据每一个学习者学

习过程中的测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8]，挖掘
隐藏信息[9]，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
个性化的指导，有效的改善了学习好的学生“吃不
饱”，学习差的学生“跟不上”的现象，也弥补了
部分学校针对学生成绩划分的高低班造成的教育不
公平现象，让学生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展现自
己的个性并寻找到自己的优势。

(二)利于教师精准诊断教学
在教育领域，教师是学生的领航者，教师对

学生熟悉的越彻底越能够在教学中选择最适合学生
的学习内容，制定最精准的学习目标，做出最客观
的学习评价以及最及时的学习反馈，给予学生个性
化指导，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能力。要做到这些
的基础是对学生有精准的教学诊断，教育测评数据
的分析是对学生日常作业、测试和考试进行数据收
集、储存、处理、分析等，从学生的成绩、排名、
知识点掌握程度、与班级(年级)差距以及错题分布
情况等方面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挖掘学生的学
习状态，对学生个人以及班级整体情况做出精准诊
断，方便教师对教学进行有效的安排与调整。

(三)有助于优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有效性
教育测评数据的收集分析，不仅是学生学习

成果的体现，同时也是教师教学效果的体现。对教
育测评数据的精准诊断可以检查出学生存在的不
足，同时教师可以反思自己教学中的遗漏点，并根
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等数据来改善自己的教学
设计，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根据教育测评数据提
供的信息对教学设计的优化主要体现在学习分析、
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学习评价以及学习反馈等方
面，在这些环节进行优化，可以有效的提高教师的
教学有效性。

 三、基于教育测评数据分析的教学优化设计

(一)当前教学设计与实施中的问题
教学设计是教学的起点，是基于学习分析基础上

对学与教的系统化安排，是影响教学的关键要素，现
行教学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学习分析——反观当下教师对教材的分析几
乎只停留在教材提供的教学内容(即知识点)，且已
确定授课安排，在学期之初就对整个学期的安排进
度有个静态的规划。对学生的分析只看重成绩排
名，缺少对能力的培养。只在乎表层所呈现的学习
效果，缺乏对学生内在机理的深度挖掘。

2.学习目标——主要来自于课程标准的要求，宽
泛而难以测量。部分教师设计的教学目标存在笼统、
模糊难以测评的问题，更多关注在有限的时间内是否
能够将课程教完而不是学生是否已经掌握好。

3.学习内容——按照教材的安排依此授课，缺
乏知识点之间的连结。特别是复习阶段参考的不是
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而是考试注重的知识点(可
能学生已经掌握却需浪费时间再次学习)，错题的
讲解也是通过批改试卷的印象以及教学经验来确定
内容，缺少对班级的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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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评价——注重结果性评价，每一次测
验、作业、考试等都是一次阶段性成果的总结，
而没有将其串联，系统、动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10]。

5.学习反馈——书面反馈，主要是成绩，学生
做题对错的反馈，以班级集体反馈为主，缺乏深度
分析。例如什么知识点掌握不足？哪一种解题能力
欠缺？……学生仅停留在解题的层面，而没有了解
自己到底差在哪里，无法做到举一反三。

(二)基于测评数据的教学设计优化
本研究中教育测评数据是借助于“极课”大

数据平台采集的学生平时作业以及测试试卷数据，
包括试卷本身所涉及的题干信息、知识点以及学生
的答题信息等，利用这些数据对学生进行评价，反
馈信息，对教学系统进行优化。例如通过学生个体
的成绩波动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并给予关
注，通过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来判断是否需要对
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等。研究数据主要通过扫描仪
对试卷的基本信息以及批改痕迹进行扫描输入，进
行记录统计。在教育测评数据的支持下，教学设计
优化是一个迭代循环的过程，以优化学习目标、学
习内容、学习评价和学习反馈为主要内容[11]。具体
的优化过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图1所示。

1.精准把握学习起点——学习分析
学习分析一般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教材分析；

二是学生分析。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很少会对教材
进行分析，原因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觉得没有必
要且浪费时间；二是认为教材已经将要讲的内容章
节顺序等都设计的很好。而对学生的分析也偏于主
观印象以及学习成绩。教育测评数据的分析应用则
可以将教材中的知识点以及知识点之间的相关关系
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采用数据图表等形象地

展示出来，方便教师更深入地了解教材以及学生的
认知水平。

(1)教材分析
高凌飚等研究者借鉴英国苏萨克斯方案、美

国休斯顿大学察贝塔等人提出的理科教材分析程序
以及噶兰现代教材研究等方案[12]，结合我国教育本
土特征，从教育方针出发设计了教材分析的评估模
型，从中可以为研究汲取设计思想。在教育测评数
据变为常态化应用时，其对教材分析的动态数据收
集提供了更简便且科学的指导。为了发挥教育测评
数据价值教材分析可以设计三步：第一步，对课程
规定统一使用的教材进行一般性介绍；第二步，了
解教材内容，确定收集静态资料和动态数据，对教
材进行分析；第三步，从不同的维度分析教育测评
数据对教材的动态影响，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效果，
如图2所示。

 a.一般性介绍
一般性介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材的

基本资料，包括教材名称、出版单位、时间、作者
等；二是教材的内容，即主要包含哪些知识(也就
是目录)。

b.静态资料和动态数据的收集
静态资料收集是指教材本身所涉及的教学内

容、教学目标等，以便从教材的知识体系来确定学
生的学习效果，具体应收集的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a)教材以及各章节由课程标准所确定的学习目
标要求

(b)教材的知识体系结构
(c)教材所涉及的学生学习课程应掌握的能力
动态数据收集是指通过学习后学生经过测试、

作业、考试等测评形式后所产生的教育测评数据。
这些可反映出教材使用情况的动态数据，可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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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做进一步的分析，及时地了解教材中知识的掌
握度即班级或学生个体利用知识点去解答题目的正
确率(例如：A学生加速度知识点解答题目的正确率
是93%，则其知识点掌握度为93%)，学生是否达到
最低学习目标等。

c.分析维度
在教育测评数据的支撑下，教材分析主要可以

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以物理课程为例，包括知识
点及其相关性、高考要求的五大物理能力和课程标
准确定的学习目标。

知识点及其相关性，包括两部分内容——知
识点和知识点的相关性。其中，在本研究中把知识
点划分为三等级，例如：直线运动—运动的图像—
S-t图像、V-t图像；知识点的相关性包括两方面内
容，一是指应教授的顺序，即学习某一知识点时必
须要先学习其他知识点作为基础，例如：要学习匀
变速直线运动就要先知道匀速直线运动和加速度等
知识。二是指在做题时为解答一道试题而要运用多
个知识点相配合，此时所利用解题的所有知识点构
成的关系。

高考要求的五大物理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情境
想象与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运用数学工具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验能力。将每一题所考察的主
要能力进行标识，然后通过学生答题的正确率来确
定相应能力的掌握度，根据实际情况来补救不同学
生缺乏的物理能力，从而达到稳步提升的效果。

(2)学生分析
教育测评数据的分析应用，打破了教师对学生

的主观判断以及以入学成绩或测试成绩来一刀切的
武断，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展现自我的机会，以及
让教师及时针对学生不足之处进行辅导的个性化教
学。学生分析依据教材分析中的分析维度进行描述
性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学生分析涉及维度

数据 描述性分析 范围

知识点的
掌握度

年级(班级或个人)
知识点平均得分率
以及差距值、优秀
率、及格率、最高
分

1.年级位置+如何努力
2.与最高分差距+是否存在
高分差距
3.优秀率与年级差距+是否
需要着重关注
4.及格率与年级差距+不及
格学生差在哪里

班级整
体分析
和学生
个人分
析的维
度相同

五大物理
能力

能力得分(题目涉及
的能力得分为这道
题的正确率)

1.能力数据是否达标，即
与班级(年级)平均能力水
平相比在之上还是之下

课程标准
确定的学习
目标

排名、平均分、成
绩波动、知识点正
确率

1.排名是否发生变动
2.知识点正确率是否达到
预测值以及平均分
3.成绩的波动情况

2.精准制定个性水平——学习目标
课程标准确定的学习目标，是参照此阶段学生

的平均水平进行编制的，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够达到
的最低标准，因此以此设置为学生的最低标准是合
乎情理的，在此之上，根据学生实际学习，可利用
教育测评数据来为学生个性定制[13]学习目标。教育
测评数据的分析应用，改善了传统课堂无法照顾学
习者的学习水平而导致的“吃不饱”“跟不上”的
现象，为教师提供了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的可能，
不再只关注年级排名等表面现象，而是开始注意利
用知识点的正确率以及知识点间的承接关系等制定
具体的、可实现、可测量以及动态变化的目标，以
实现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

(1)利用知识点正确率确定学习目标
以课程标准确定的学习目标为基准，根据知识

点与已学前知识点或类似知识点的关系，依照学生
已学知识点的正确率来预测该知识点的学习目标，
确定学习者所处的位置，如图3所示。在同一知识
点的不断训练中逐步修正并提升学习目标，让学习
者有一个稳步提升地过程。

为排除题目难度区分度等差异带来的偏差，本
研究将学生的排名变化列入学习目标的一个操作变
量，如图4所示，当在测试中全体学生普遍没有达
到目标时，可考虑是否是试题难度没有把握好，而
不是学习者没有掌握好，在这种情况下，以学习者
的排名变化来判断学生的学习目标达成度。

(2)利用多级知识点得分率动态调整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对于个人来说是需要不断进行修正的，

当学习者不断地超越自我，这本身就是不断的进步，
但是若缺少了参照物则会使学习者慢慢失去动力，
因此需要给予更高远的小目标，如下页图5所示。比
如，学生个人的目标在不断刷新，则需要挑战班级的
目标，若班级的目标被超越，则需要去战胜年级的目
标，如此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完善自我。

困境：由题目难度、区
分度差，导致学生普遍
达不到目标或超出目标
情况
干预：以成绩排名变化
为补充量，分析目标达
成度

动态变化

前知识点或类似
知识点正确率

恒定不变

课程标准规定的
学习目标

制定

学习目标：
预估知识点的正确率

动态变化

图3  学习者学习目标的确定规则

排名上升或不变 达成目标

排名下降 未达成目标

图4  学习者排名变化判断学习目标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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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个人学习目标指的是根据学生个体的
学习情况而制定的应达到的标准；班级学习目标指
的是班级所有学生的某一知识点的平均得分率作为
班级应达到的标准；年级学习目标指的是年级所有
学生某一知识点的评分得分率作为年级应达到的标
准；年级个人最高得分率指的是在年级中某一知识
点得分率最高的学生的知识点得分率；同类院校最
高得分率指的是同类院校中某一知识点年级平均得
分率最高的那个院校的得分率作为最高得分率。

3.客观选取学习重难点——学习内容
(1)讲解试题的选择(训练)
教育测评数据分析应用中最突出的作用是对试

题的分析，不仅有答案和解析，同时还将学生的作
答分布情况清楚地展示，很方便地了解错误选项人
数以及具体人员名单，这可以让教师及时地对学生
有针对性地了解。不仅每一题的知识点罗列清晰，
同时该题的班级得分率以及与年级均值的差距都以
数据精准测算，方便教师科学地选择需要讲解的题
目。而且还设置了高错题和易错题等形式，通过数
据划分以不同颜色显示，更精准的帮助教师选择学
习内容[14]。

讲解试题的选择，需要两步：首先选取高错题
和易错题作为课堂讲解的内容；其次选择答题率低
于年级均值的试题。

(2)知识点的确定
a.新知识点的教授
依据教材分析理解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然后根

据其最优的学习先后顺序来进行教学，选择知识点

的讲授。
b.已学知识点的复习
利用收集的班级学生实际教育测评数据(此处

主要利用知识点的得分率)进行分析，按照知识点
掌握程度(本学期所有知识点最终的得分率)绘制相
应的知识树，如图6所示，按照知识点掌握率(分为
5个层级)由低到高进行排列，一级为掌握率最低，
依此类推五级为掌握率最高。一级的知识点为必须
重新重点讲解的内容，如果时间充裕可以依此规律
进行知识点选择，从图6中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学
生在哪些知识点上有欠缺，针对这些知识点教师将
优先进行复习巩固。

4.客观掌控学习进度——学习评价
教育测评数据的分析应用将学生的每一次作

业、测试和考试情况进行分析，将诊断性评价转为
过程性评价，充分利用了教育测评数据的价值，使
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以及所处位置等，据
此反思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

(1)是否达到学习目标(学生个人和班级目标)。
学生学习后的作业(测试或考试)情况，以知识点的
得分率与学习目标进行比较，看是否达到目标。

(2)未达标人员。班级有多少人员没有达到自己
的目标，教师可关注这些学生并针对其进行进一步
探索。

(3)学习者学习波动情况。根据学习者近三次
成绩的波动，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状态(名次的跳动
比较大还是一直保持稳定)，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知识点的正确率)，发现是否有需要着重关注的学
生。

(4)班级与年级差距。此知识点班级整体情况在
年级中处于中上水平还是中下水平，是否需要再加
强，若低于年级平均水平则需要教师针对班级实际
情况选择是否需要调整教学进度进行加强训练。

若达到则
提高标准

若达到则
提高标准

若达到则
提高标准

若达到则
提高标准

个人学习
目标

未达到

未达到

未达到

未达到

未达到

班级学习
目标

年级学习
目标

以年级个人最高得
分率为学习目标

同类院校最高得
分率为学习目标

图5  学习目标的动态调整策略

掌
握
率
由
低
到
高

一级知识点(0%-20%)

二级知识点(20%-40%) 

三级知识点(40%-60%)

四级知识点(60%-80%)

五级知识点(80%-100%) 

图6  所有知识点掌握情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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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时补救学习弱点——学习反馈
教育测评数据的分析应用在学习反馈中起到关

键的辅助作用，根据教学后学生所做题目中搜集的
测评数据反应出的各种信息进行针对性的及时的学
习反馈[15]，并以此
适度地调整自己的
教学进度，对教学
设计进行优化。反
馈信息主要包括以
下几点：

(1)班级的缺失
点

每次作业、测
试或考试的班级平
均得分率和年级平
均得分率以及它们
的差值判断班级是
否有不足之处，给
予诊断建议。深入
分析与年级差在哪
些方面，例如根据
知识点的正确率得
到某知识点掌握不够，从而深入了解此知识点中的
哪些题目欠缺，并给予适当的关系题。

(2)学生个人的缺失点
根据学习评价，可以得知未达标人员名单，教

师针对这些学生给予学习辅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内容：一是错题分析，将学生的错误以及原因进行
解说，让学生找到自己的思想遗漏点，然后点出关
键步骤，弥补学生的思考不足；二是指出学生与自
己学习目标的差距，激励学生不断缩小差距；三是
学生个体在此知识点的五大物理能力掌握情况；四
是给予建议，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避免走弯路。

以上反馈信息，教师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是进行书面反馈还是口头反馈，在常态化作业批
改与订正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以及学生的学
习水平。

四、基于教育测评数据分析的高中物理教学优
化案例分析

(一)教学案例分析
教学优化是提升教学的重要措施之一，对于教

师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的重要环节。教育测评数据
分析应用已经在很多学校展开，现随机选取江苏某
高中高一物理教师使用情况进行教学优化，教师教
授班级学生共52名，所有数据由这些学生在日常作

业、测试和考试中产生。现以学习知识点“匀变速
直线运动”时的教学为优化案例进行分析。主要从
学习分析、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评价和学习
反馈五个方面进行，具体如图7所示：

1.学习分析的精准
(1)教材的分析
利用教材将其中知识点按照前后知识点的学习

将其进行划分分析，便于后面的教学需要，现只列
出直线运动的知识点以及知识点间的关系，以及所
需要掌握的物理能力和课程标准对于直线运动的学
习目标界定(学生及格即可)等信息如图7所示。

其中，在每一个知识点上可以显示其班级得分
率和年级得分率(将鼠标移至相应知识点即可)，如
图8所示。在五大物理能力后也分别显示所达到的
能力级别，这样就方便教师在最后的复习阶段对学
生前一段时间的学习成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根
据学生得分率的高低以及课程标准中指出的重要的
知识点来确定教学进度，提高教学效率。

若教师想了解学生对某一知识点的具体做错原
因，则点击相应知识点即可进入错题统计界面，如

一级
知识点 直线运动

二级
知识点

运动的
基本概念

匀速直线
运动

运动的
图像

匀速直线
运动

追击相遇
问题

三级
知识点

质
点

参
考
系

时
间
与
时
刻

速度
(速
率)

位移
与

路程

加
速
度

S-t
图
像

V-t
图
像

匀变速
直线

运动基
本公式

匀变速
直线运
动导出
公式

自由
落体
运动

竖直
上抛
运动

五大物
理能力 理解能力  情景想象与推理能力  分析综合能力  运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能力

课程标
准规定
的学习
目标
(笼统)

(1)通过史实，初步了解近代实验科学产生的背景，认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2)通过
对质点的认识，了解物理学研究中物理模型的特点，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3)经历匀速直线运动的实验研究过程，理解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了解匀变带直线运动的规
律，体会实验在发现自然规律中的作用。(4)能用公式和图像描述匀变速直线运动，体会数学在
研究物理问题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以学生成绩达到及格线【例100分60为及格线】即为达到课程目标)

图7  教材分析样例

运动的基本概念

速度(速率)

位移与路程

加速度

班级得分率：78.9%
年级得分率：73.84%

图8  知识点掌握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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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可以从中找出学生具体的不足之处。每一知识
点的得分率都是在动态变化的，根据每一次作业、
测试、考试等所采集的教育测评数据中相应知识点
的得分情况，然后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统计，得到动
态变化的知识点掌握情况。

(2)学生的分析
如表2整体分析：通过对运动描述知识点的检

测中可以发现，这一段时间班级均分高于年级均
分2.3分，整体水平处于年级靠前位置，需要给予
学生表扬，巩固学生自信。但是班级最高分没有
达到年级最高分，说明成绩靠前的学生在年级上
还不够拔尖，教师需要对前面的学生给予关注，
提高其学习成绩。班级的优秀率也明显低于年级
优秀率2.8个百分点，从这个数据也可以体现出，
班级前20%的学生的成绩还有提升的空间，从班级
及格学生数来看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年级及格率
还搞了6.7个百分点，说明成绩靠后的学生最近一
段时间的学习很有成效，需要进行鼓励。从整体
来看，班级学生呈现向上的动力，需要保持这样
良好的心态继续努力。

表2  班级与年级的差距比较

均分 最高分 优秀率 及格率

班级 79 97 17.3% 96.2%

年级 76.7 100 20.1% 89.5%

差距 2.3 3 2.8% 6.7%

如图9所示知识点分析，班级学生对S-t图像
和V-t图像掌握做好，比年级均分高出很多，加速
度、匀速直线运动和速度(速率)与年级均分相差无
几，但是速度(速率)低于年级均分，需要进行加
强。而且以上知识点是学习匀变速直线运动知识点
所必须的基础，学生基础打得稳，后面的学习才能
扎实。根据初步测试结果发现，学生对匀变速直线
运动基本公式应用这个知识点的基础已经有所了

解，而且掌握的也较为不错，再接下来的学习中可
不必花费太多时间来讲解其意义，而应对其深入的
挖掘，让学生在任何题目中能灵活运用匀变速直线
运动的相关知识点解答题目成为重要内容。

如表3所示，学生五大能力掌握情况除实验能
力外，其余皆高于70%，处于中上水平。班级学生
的分析综合能力和运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较
强，分别高于年级水平5.75和5.45个百分点。而理
解能力和情景想象与推理能力低于年级水平，需注
意进行加强。

表3  物理能力掌握情况

物理能力 班级 年级

理解能力 76% 76.6%

情境想象与推理能力 75.85% 76.38%

分析综合能力 75.65% 69.9%

运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 86.6% 81.15%

实验能力 0 0

2.学习内容的选取
根据知识点正确率，学生百分之百及格达到

课程标准规定的最低学习目标，且70%以上的学生
达到了自己的个人目标，班级成绩处于年级中上水
平，说明此知识点已达到预期，应选取新知识点进
行学习。依据学习分析中的教材分析，之后学习匀
变速直线运动更合理，因此接下来的学习内容将确
定为此。

3.学习目标的制定
匀变速直线运动公式的基本应用，在学习此知

识点的时候，对学生学习目标进行制定。经过教育
测评数据的分析，得到以下结果(个人目标为部分
学生学习目标) 如表4所示。

表4   学生学习目标应达到标准

学生 应达到的标准 班级应达到标准
学生1 69%

77.82%

学生2 71%
学生3 72%
学生4 73%
学生5 75%
学生6 89%
学生7 93%
学生8 97%
…… ……

此知识点的相关知识点包括加速度、速度(速
率)、匀速直线运动和V-t图像，根据与此知识点相
关的知识点推测，学生应至少达到的水平应为所有
有关知识点的平均得分率，但是这个得分率是不
断变化的，因为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要应用这些
已学过的知识，那在做题的过程中若正确率越来
越高，对学生的要求也会随之越来越高，从而使学
生呈现一个螺旋上的态势。学生应达到的标准数据

匀变速直线运动
基本公式应用

速度(速率)

匀速直线运动

加速度

V-t图像

 S-t图像

年级得分率

班级得分率

图9  班级与年级知识点得分率雷达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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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与要学知识点相关的知识点的得分率的平均
数，同样班级应达到的标准也是班级所有学生的相
关知识点的得分率的平均数(注：会根据知识点的
相关度按照比例进行换算平均)。

4.学习评价
对匀变速直线运动公式的基本应用这一知识点

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学生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学生 应达到
的标准

学生
实际

得分率

是否达
到标准

班级
名次
变化

班级
应达到
标准

班级
实际

得分率

年级
实际

得分率

达标
人数

达标
概率

学生1 69% 70% 是 -1

77.82% 92.42% 89.4% 47 90.38%

学生2 71% 100% 是 9

学生3 72% 75% 是 0

学生4 73% 75% 是 2

学生5 75% 100% 是 6

学生6 89% 75% 否 -8

学生7 93% 100% 是 2

学生8 97% 100% 是 0

…… …… …… ……

(1)班级只有5人未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达标
率为90.38%，此知识点掌握较好。

(2)未达到标准的学习者有：学生6、学生23、
学生34、学生46、学生52，这几个学生需要进一步
了解情况。可查看学生的具体试卷答题情况。

(3)班级总体平均得分率高于年级平均得分率，
班级掌握较好，再接再厉。

(4)图10所示：学生A成绩提升20分，但是名次
却下降了一名，说明班级整体分数偏高。

5.学习反馈
(1)班级情况
a.如表6所示：此次作业班级整体处于年级平

均水平之上，但还有努力的空间，需要再接再厉。
表6  知识点班级、年级得分率情况统计

知识点 班级得分率 年级得分率

匀变速直线运动基本公式应用 92.40% 89.40%

b.如表7所示：该知识点班级学生答题情况都
高于年级均值，唯有第六题班级得分率虽高，却低
于平均水平。

表7  各题班级、年级得分率差距统计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班级 78.85% 95.19% 85.58% 98.08% 97.12% 86.54% 93.27% 97.31% 95.77%

年级 76.06% 94.51% 85.14% 94.93% 88.87% 88.03% 86.69% 96.00% 90.50%

差距 2.79% 0.68% 0.44% 3.15% 8.25% -1.49% 6.58% 1.31% 5.27%

(2)学生个体情况
如表8所示未达标的5位同学错题的具体分布，

这几位学生需给予书面的反馈，其他学生根据教师
实际进行选择是否给予书面反馈或给予口头反馈。
书面反馈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错题解析(错题
题干+答案+解析)；与学习目标差距；五大物理能
力；学习建议。

表8  未达到个人目标的学生错题分布

题目 1 3 4 6 7 8 9

学生A √

学生B √ √ √

学生C √ √ √ √

学生D √ √

学生E √ √ √

具体示例如下：
学生A
a.错题分析(如图11所示)

b.学习目标差距
对“匀变速直线运动”知识点的学习，你与应

达到的目标97%相差百分之七个百分点，虽然错误
的题目中涉及的知识点是还未重点学习的匀变速直
线运动中位移与时间的关系，而不是重点学习的速
度与时间的关系，但是通过知识迁移一样可进行选
择。从你的做题情况来看，你善于记忆知识，却忽

加速度 速度与时间关系

成绩 班级排名

图10  学生A学习情况波动

↓

图11  学生A错题分析示例

解析：正确答案：AD。此题多选了C选项，
注意C、D选项中“均匀”减小的意思，然后根据
匀变速直线运动公式位移与时间的关系公式和速
度与时间的关系公式进行解答即可确定答案。(若
还有疑问，请到办公室询问或与同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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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对自己知识迁移能力的开发，而若想达到较好
效果的知识迁移，则需要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因
此，建议你利用思维导图等形式对已学知识进行知
识的梳理。

c.五大物理能力
本次作业，只考察了理解能力、情景想象与推

理能力和运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关于
运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占55.6%，其余
两种能力分别占22.2%。从你的做题情况来看，情
景想象与推理能力和运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
均达到熟练的程度，所涉及的题目都回答正确，但
是你在理解能力上还存在不足，究其原因可能是知
识之间的关系没有弄清楚，比如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位移和时间的关系和速度与时间的关系，这需要你
对基础知识掌握熟练的同时，理清各知识点之间的
逻辑关系以及相关关系。总的表现为基础知识不扎
实，建议多去夯实基础，通过做一些基础题来巩固
知识。

d.学习建议
你应将自己所学进行关系链接，构建自己的知

识体系，在这个体现中不断地丰富扩大，这样才能
达到1+1>2的效果，继续努力。

(二)教学效果分析
教育测评数据的使用对学生的成绩提升具有明

显的效果，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发现：教师对教育测
评数据分析应用抱有积极的认同感，认为其与传统
教学相比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1.教师对于教学重难点的权衡更精准
LA教师是一名有十几年教学经验的物理教

师，他说：“以前教课都是面面俱到，生怕有遗漏
的地方，根本不清楚这批学生到底哪些知识掌握较
差，只能尽我所能将我认为在考试中会出现的考点
列举给学生，很多知识都是走马观花，点到为止。
但是使用教育测评数据的分析结果后，可以通过数
据对比轻易地知道学生的知识点缺漏情况，有重难
点的进行讲解节省了很多时间。” LB教师说到：
“以前批完试卷只是从批改过程中的印象来判断哪
些题需要重点进行讲解，往往以印象最深刻的题来
讲很难精准分析。而我使用教育测评数据分析软件
后，个体与整体微乎其微的差距，学生对难点重点
的掌握情况可以很清楚的显示出来，学生的移动终
端可以显示个性化的错题本，有针对性的纠错作业
减少了过多的练习，有效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提高
了学习效率。

2.教师对教学时间的管理更科学
LC教师提到每一次考试、测试等都需要教师

对学生的成绩进行统计，占用了教师很多时间。 
“在高三阶段每天都有大量的试题要做，以前我都
是熬到很晚才能将学生的成绩统计好，但常常没有
时间进行成绩统计和分析，对学生的情况掌握不是
很准确，学生大量重复训练，既增加了我的负担，
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教学效果并不明显。”教育
测评数据分析系统的使用，为我节省了大量的教学
工作时间，而且统计出现错误的概率为零， 可以
基于测评数据分析系统来精选试题，合理管理作业
批改时间，减少教师的成绩统计与分析工作时间，
而且可以即时进行年级、班级的纵横向比较，精确
定位个体的成绩水平。

LD说：“以前，总是在备课、教学、批改作
业……反复循环，想找几个觉得有问题的学生谈一
下都没有太多的时间，总是会忽略一些学生。”这
样的现象在很多学科中都存在，“教育测评数据分
析系统的使用促使我对教学工作时间的安排更合
理，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身上。” 

3.教师的个性化辅导更全面高效
因材施教是教育追求的目标，在实际教学中，

很多教师都希望能够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根据学
生实际学习状况进行个性化辅导与提供个性化反
馈，但是在传统教学中，实现个性化费时费力，教
师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每一个学生的情况然后去
设置不同的辅导策略，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可能
会起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却让教师处于疲惫状
态。

LE教师说“在以前，对学生进行辅导要付出
很大精力，每天都跟陀螺似的，可是收到的效果却
不是很明显，有时还起到反效果。但是，用了教育
测评数据软件后，批改完试卷我只需在扫描仪上扫
一下，最多两三分钟，就可以得到班级的统计数
据，特别是系统会及时地提醒我最近哪些学生成绩
不稳定，可以着重地去辅导某些学生，而不是像无
头苍蝇一样。”从访谈中可以了解到，教师在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辅导时，可以根据每一次测试的实际
来查看不同学生的情况，着重辅导在此知识点有缺
陷的学生，并通过系统了解学生具体的不足之处，
有针对性的辅导，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总结

在教学优化过程中学习分析是教学的起点，
基础打得好，上层建筑才能稳固；学习目标是教学
的标度，缺乏目标的努力是盲目的，精准的学习目
标能帮助教师调整教学进度，合理安排教学计划，
正确判断学习效果。促使学生找准位置，确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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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学习内容的选择能精准定位，辅助教师少走
弯路，直达学生弱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措施；
学习评价是对教师教学以及学生付出的肯定，有助
于教师进行反思，发现教学中的不足之处；学习反
馈，从总结性反馈，走向过程性的及时反馈，让课
后辅导变的有理有据，有的放矢。基于教育测评数
据分析的教学优化是一个集教育理念、教学方法、
技术应用等综合运用的系统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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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aching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Data
Chen Mingxuan1, Xu Xiaoqun1, Wang Yujia2

(1.Research Center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2.Jiangsu Qu speed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t present education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tform and tool has been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but how to carry on the effec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and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teaching process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 I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problem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put forward: Education evaluation data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tarting point of learning, design quantifiable learning goals, choose to suit the learner’s learning content,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alysis and feedback in a timely manner. Through these, 
education evaluation data can optimize the teaching design. The research say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o normal students staged 
learning result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nd is the key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data support for the 
teaching not only from the diagnostic evaluation of process evaluation, more important can make the teaching from based on 
experience to scientific arrangement based on data analysis, make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ore accurate, 
and make the teaching more effective.
Keywords: Education Evaluation; Data Analysis; Teaching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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