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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评价素养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高昕豪　张利桃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摘要：为探究中国教师评价素养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近十年教师评价素养相关论文为样本，运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热点集中于评价素养的内涵、现状与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三个方面。从中发现，现有研究存在

研究对象单一、没有结合时代发展、缺乏对学生的关注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要聚焦于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结合时代发展开展研究以

及关注评价活动中学生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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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的教育评价改革新要求，推动教育评价向多元化

的方向发展。教师要顺利开展评价活动，发挥评价改善教师教学

和促进学生学习的作用，必须依赖评价素养。

智慧教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教育信息化的

发展，2023 年国务院教育部发布《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

强调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教育领域的新形态。技术与教学环境的

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具有在智慧教育环境下

开展评价的素养。

二、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来源，在检索界面分别以“评价

素养”“评估素养”和“测评素养”为主题词，检索发表时间在

2014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的文献，共检索到 2322 篇文献。经人

工筛选，从中排除外文文献、会议、报刊以及与教师评价素养无

关或相关性较低的文献，最终获取有效文献 384 篇。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年发文量、

作者间合作关系、关键词共现图谱，结合分析结果，总结关于评

价素养的研究热点，探究发展趋势。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基本情况

图 1  2014-2023 年国内评价素养文献年度发文量

通过对评价素养文献的年度发文量（如图 1 所示）分析，能

够得出中国评价素养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近十年来，我国评价

素养研究的文献数量呈整体增长的趋势。2020 年之前，年度发文

量增长较缓慢，这一阶段评价素养在国内所受关注并不高。2020

年至今，年度发文量增长速度加快，2022 年达到峰值，评价素养

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作者合作分析

利用 CiteSpace 的作者分析功能，制作作者合作网络的可视化

图谱（如图 2 所示）。图中数据显示，共有 202 个节点，55 条连线，

即十年间共有 202 位作者对评价素养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 55 位

作者进行过合作。作者合作网络图的密度是 0.0027，作者间合作

相对较少，但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已经形成了小范围的固定合

作群体。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

（三）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的核心要义，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频次

和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代表着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即研究热点。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利用 CiteSpace 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图

谱（如图 3 所示）。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为评价素养，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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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师的相关研究成为了研究的重点，而课堂评价、影响因素、

现状等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通过对关键词共现结果的分析，结合文献内容，可以发现以

往评价素养的研究集中于评价素养的内涵研究、现状与影响因素

研究和提升策略研究三个方面。

1. 评价素养的内涵

评价素养的概念最早是由斯蒂金斯（Stiggins）于 1991 年在一

篇名为“评价素养 ”的文章中提出，随后各国学者与机构对评价

素养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

对评价素养展开研究。张瑞和覃千钟提出评价素养是评价的意识

观念、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的素质综合。赵磊磊等结合智能时代

的特点，将教师评价素养界定为教师应具备的开展教学评价活动

的知识素养与及教师主体意识、情感、态度等要素。综合这些研

究者对于评价素养的研究，对评价素养的定义始终包含有几个共

同的概念，可以将其归纳为评价素养的基本特征：具有知道如何

进行评价的知识与具有开展评价活动和利用评价结果的能力。

2. 评价素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发现，我国教师评价素养整体水平不高，

具体体现在组成评价素养的各要素发展水平较差。首先，在评价

知识与评价技能方面明显不足。刘歆指出中学语文教师缺乏评价

目标、评价方法、评价过程的知识储备。其次，在评价态度与评

价意识方面，大部分教师评价意识较为薄弱。郑敏虹的研究表明，

职前英语教师对课堂评价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对课堂评价的目

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针对导致教师评价素养欠缺这一现象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展

开研究，并将其划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主要指教

师的个人因素，包括教育评价的学习背景、开展教育评价的经验等；

外部因素来源于学校与社会，学校开展的评价培训对教师评价素

养的提升具有较大影响，社会政策则对教师评价素养的提升起到

了引导性的作用。

3. 评价素养的提升策略研究

学者们依据教师评价素养的现状，分析现有问题，从内外两

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提升策略。教师内部层面要求教师加强自我认

知，改变依靠经验开展评价的评价观念，树立证据意识。外部环

境层面，完善评价教育制度与评价培训体系，在学校内广泛开设

评价培训课程，并将评价素养纳入教师考评指标被视为提升教师

评价素养的有效策略。

四、总结与展望

随着教师评价素养在我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研究不断增

多的同时，也暴露出了研究对象比较单一、研究没有结合时代发

展与研究缺乏对学生关注的问题。建议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未来的研究：

（一）扩大研究对象范围

我国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英语学科的教师，显然相关研究

所涵盖的范围不够全面。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特点，研究者在

为教师设计评价素养提升策略时也需要以学科的特点为基础，关

注到学科间的差异。此外，近年来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已成为我

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职业学校教师的评价素养水平较

差且对这类教师的评价素养研究较少，缺乏关注。因此，未来的

研究对象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从英语学科教师扩大到各学科教

师，从学科教育教师扩大到职业教育教师，更加全面的了解各类

教师的特点与需求，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评价素养提升策略。

（二）结合时代发展开展研究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

态。而当前对教师评价素养的研究更多是在已有框架的基础下开

展，没有能够与智慧教育环境相结合。未来的研究应结合时代特

点开展，可以从技术发展带来的评价工具的变革入手，对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等智慧环境下教师应具备的评价素养展开研究；也可以

从时代发展带来的教学模式的变革入手，对翻转课堂、项目式学

习等教学模式下教师应具备的评价素养展开研究。

（三）关注评价活动中学生所发挥的作用

对教师评价素养的研究往往需要在课堂评价中落实，学生作

为评价活动的参与者所发挥的作用不应被忽视。提升教师评价素

养的最终目的在于改进教师教学、促进学生学习，这一切的基础

在于学生需要积极参与评价活动并具有配合教师开展评价活动的

知识与能力。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的评价素养也是未来教师评价

素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通过对 2014-2023 年评价素养相关文献的整理，发现我国在

教师评价素养的内涵界定、现状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升策略的

设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

对象单一、研究没有结合时代发展、研究缺乏对学生的关注等。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扩大研究对象的 范围、结合时代发展开展研

究以及关注评价活动中学生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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