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化教育研究　 2003年第 12期 (总第 128期 ) 教 学 评价

[文章编号 ]　 1003- 1553( 2003) 12- 0061- 06

基于 ePortfolio的信息化教学评价策略研究
 

王 佑 镁
(温州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教育技术学系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 ] 电子学档是信息化教学中出现的新事物 ,是信息技术与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活动相结合的产物。信

息化教学中借助电子学档 ,运用学习合同、量规、电子作品等工具 ,可以综合质性和量化评估方式 ,开展过程性评

估。本文阐述了信息化教学中运用电子学档进行评估的基本思路、 Prepar e模型与有关质性和量化评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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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电子学档 ( ePo rt folio )

学习档案 ( lear ning por tfolio)是展示每一个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进步以及反思学习

成果的一个集合体。通常它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收藏

每个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学习成果 (作业、作品 )和反

思报告。通过建立学习档案夹 ,可以督促学生经常检

查他们所完成的作业 ,在自主选出比较满意的作品的

过程中 ,反思他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成果 ,培养他们

学习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学习档案也为老师、家长和

其他人提供了学生进步的记录。 因此 ,学习档案就成

了观察学生学习成果和学习进步过程的窗口。虽然学

习档案只收集所选择的部分作业 ,但它却体现了学生

参与评价的主体过程: 学生自主参与对学习档案内容

的选择 ,学生对学习档案内容进行自我反思 ,学生自

己确定内容选择的标准。

电子学档 ( E-Learning Port fo lio或缩写为 ELP

或 ePo rtfolio ) ,国内有专家学者又称为电子文件夹、

电子作品 (黎加厚 , 2000)或学习文件夹 (桑新民 ,

2000、徐晓东 , 2002) ,本文采用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

教授的说法。国外一般称为 Elect ronic learning Po rt-

folio,也有少数学者称为 digital learning por tfolio或

e-learning po rt fo lio。 其实三种说法在本质上并无区

别 ,国外使用最多的是 Elect ronic learning Po rtfolio

和 digi tal lea rning po rtfolio。 关于这一点 ,上海师范

大学教育技术系黎加厚博士认为在信息时代的教育

技术已经成为 e-education, e-的含义已经超越了

Electronic,而成为信息时代教育技术的显著特征 ,在

此 ,笔者倾向于使用 e-learning po rt fo lio或是 e-por t-

fo lio。
[1 ]

结合一些实践和案例 ,我们认为 ,电子学档是指

信息技术环境下 ,学习者运用信息手段表现和展示学

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关于学习目的、学习活动、学习成

果、学习业绩、学习付出、学业进步以及关于学习过程

和学习结果进行反思的有关学习的一种集合体。 [2 ]其

主要内容包括学习作品、学习参与、学习选择、学习策

略、学习自省等材料 ,主要用于现代学习活动中对学

习和知识的管理、评价、讨论、设计等 ,由学习者本人

在他人 (如教师、学伴、助学者等 )的协助下完成 ,档案

的内容选择、标准选择等必须体现学习者的参与。学

档也展示了自行选择的作品经验和范例以及学业付

出的努力 ,学习档案能够为学习者提供自己学习的记

录 ,因此在设计时能自由地表现学习者的个性和创造

力。

综合一些案例 ,具体地说 ,电子学档包括的主要

内容有:

1.学习目标。

2.教师和学生共同选择的作品范例。

3.新课程开始时反应学生学业基础的档案文件

或测验。

4.学生学习活动、行为记录 ,如课上参与朗读、朗

诵、角色扮演等情况。

5.标准和范例 ,如作业的样本 ,通常由学生自己

决定收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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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师反馈与指导 ,如教师、家长对学生学习情

况的观察评语。

7.多元评价 ,如教师评分评语或在教师指导下同

学评分 /评语或自己评分 /评语。

8.学生自我反省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态度、方法

与效果的反思与评价。

在完成电子学档时 ,还必须收集以下重要材料:

1.在选择内容时学生的参与情况。

2.选择材料的标准。

3.判断材料优劣的标准 ,清晰 /合适的作品评价

标准和量规。

4.学生自我反思的依据。

因此 ,作为一种完整的电子学档 ,一般要表现学

习者五大类型的信息 (见图 1):

　

　

　

　

　

　

　

　

　
图 1　电子学档的内容框架 [3]

二、电子学档的评价功能

一个学习档案是大量的教师的观察和学生作品

的系统的集合 ,经过长时间的收集 ,反映了学生的信

息素养形成的发展状况和过程。电子学档能使学生在

学习一段时间后检查自己的成长 ,从而成为自身努力

的更有见识、更善思索和更善于反思的评估者。因此 ,

电子学档可以为学习者的学习评价提供具体的参考

资料 ,凭借这些资料 ,教师能辅导和支持学习者达到

自己的目的。正如祝智庭教授所指出的 ,电子学档“是

按一定目的收集的反映学生学习过程以及最终产品

的一整套材料。 [4 ]这种评定包 ( port fo lio)在客观上可

有助于促进个人的成长 ,而学生也能在自我评价中逐

渐变得积极起来。”学档是一种把评估和谐融入教学

目标的有效途径 ,被认为是一种“嵌入式评估”的形

式 ,即把评估任务看做是教学的一部分。教师通过决

定重要的教学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通过在教

学和收集一些教学作品中的观察 ,直接把评估融入教

学。

学档的主要目标在于跟踪学生的发展 ,在学档中

的材料经常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准备 ,学生的学习

活动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 ,而不是在测验之前就结束

了。 由于学习者预先与一定的标准和量规联系 ,电子

学档也能提供一种固定的反馈的源泉。学生可以运用

他们的学档来理解社会和教师对各种课程和额外课

程活动的期望 ,来理解关于他们如何达到遇到的标

准 ,或者如何做得比过去更好。

由于网络教学中以“学”为中心的学习观念特别

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元认知技能 ,因此需要寻求一种

新的评估方式 ,并发生在一种接近真实的学习环境

中。基于 E-lear ning po rt folio的评估就是这样的一种

方法。一个学档能够直接提供学生学习质量的证据 ,

提供一种过程中进行评价的根据。把评估看做一种过

程 ,而不是最后的“必需” ,学档可以实现多个评估者

在不同的时间和在不同的情景中的重复评估 (不同于

提供一种最终的定量的等级分数 ) ,使学生能够进行

自我评估 ,不断地扩展或者改进他的作品。 可以提供

一个学生作品的主体用来评估学生的过去或正在进

行的学业成绩的质量。运用学档可以进行评估目的确

定 ,能够用来评估学生的进步、努力和学业成绩 ,能鼓

励学生反思他们的学习。

三、基于电子学档的学

习评价的基本理念

　　电子学档可以通过提供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和

作品范例来评估学生的过去或正在进行的学业的质

量。 电子学档能够直接提供学生学习质量的证据 ,提

供一种过程中进行性评估的根据。进行性评估的主要

作用是给个人提供关于自己学习情况的信息 ,这种评

估方式促进了学生思考和管理自己的学习。当学生们

把教师的知识和责任内化的时候 ,他们就学会了如何

进行自我评估。当教师们对学生的自我评估进行评价

的时候 ,评价的重点就从对学习效果的评价转移到了

对学习过程的评价。

基于 ELP的学习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元认知技

能。因此基于电子学档的评估要证明学生掌握某种课

程或项目的能力 ,需要提供证据表明某种学习任务的

成果发展过程 ,需要选择那些最能代表学生能力的任

务 ,需要在课堂内外整合与跟踪学生的学业成绩 ,把

班级内部和班级之间的经验和学业成就联系起来 ,认

可在他们学习过程中和兴趣范围内可能出现的好的

模式。这有助于自我分析和反思 ,更好地做出以后的

决定和选择 ,形成自己的学习曲线 ,提高自我表现理

解和自信 (学生个体 )的层次 ,如同清晰地了解课堂内

的动机目的和层次一样 ,运用许多数字化和多媒体技

术来证明技术能力、设计和展示技能。

基于电子学档的评估是一种基于表现的评估。在

谈到基于表现的评估这样一种质性评价方式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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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它并不是对量化评价的简单否弃 ,而是对量

化研究的一种反思批判和革新。但从根本上说 ,“质性

评价中应该内在地包含了量化研究。 因此 ,它从本质

上并不排斥量化评价 ,而是把它整合为一体 ,在适当

的评价内容或场景中依然使用量化的方式进行评

价”。[ 5 ]因此 ,在基于电子学档的学习中 ,对电子学档

的评估仍然采用了量化的评价方法。这里需要区分两

个概念 ,即对电子学档的评估和基于电子学档的评

估。基于电子学档的评估是建立在对电子学档的评估

的基础上的 ,两者都是服务于对学习者的学习业绩进

行评估 ,但这只是学习评估的一个方面 ,这里重点阐

述学生电子学档的评价量规。

基于电子学档的评估实质上是一种过程性评价

和真实性评价。在这种评价框架中 ,任何一种学习活

动都既可以用来评估学生所学知识的内容 ,又可以用

来评估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几乎所有的学习活动都

是一种评估活动。这些评估活动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收

集材料 ,为描述每个学生学习情况的剖面图提供了详

细而真实的资料 (V alenia, 1990)。
[ 6]
使用电子学档评

价的主要价值 ,在于允许学生学会自己判断自己的进

步 ,学生们清楚地知道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这里引

出了变革实践的一个问题——学生成绩是基于对其

进步的连续考查 ,而不是对学生掌握内容范围的阶段

性审计。 学生成了所提交之质量和价值的最终仲裁

者。这种评价方式和课堂教学具有相容性。由于其程

序和内容来自学生的课堂学习活动 ,所以具有一定的

教学和内容效度。

　

　

　

　

　

　

　

　

　

　

　

　
图 2　基于电子学档的评估的基本特征

四、基于电子学档的学习

评价的 Prepa re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归纳出了基于电子学档的学

习评价开展的 Prepa re模型。在网络教学的评价实践

中 ,以下模型涉及的一些评价原则将有助于达到评价

目的 ,进而实现整个教学的目标。

· P-Pa rticipation参与:电子学档作为学生学习

表现的“产品”、“历史记录” ,从设计到素材的选择、量

规的选择与制定、展示的方式等无不体现学习者的参

与活动。 学生作为自主学习者 ,自始至终成为电子学

档的设计者、使用者和评价者 ,同时还作为学伴参与

到同伴的学档设计、学习活动和评价当中。

· R-Responsibili ty责任:从字面意义上 ,“ por t-

fo lio”即有“责任”之意义。在基于电子学档的学习中 ,

电子学档内容的选择、标准的确定、作品的评价体现

了学生的自主性 ,也渗透了学生对于学习表现的一种

责任感 ,学生必须对学习进程和质量承担责任。 实质

上 ,这是在发展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 ,通过反思和考

察 ,学生应该知道如何回答和解决诸如“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进

步”、“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提高”、“我们怎样才能达到

优秀”之类的问题。因此 ,就要尽量鼓励学生进行自评

或互评 ,并使他们对评价的进程和质量承担责任。

· E-Expectation预见: 在学习开始之前展示有

关预期阶段性学习目标和有关目标评价量规 ,或展示

相关的作品范例、优秀的电子学档等 ,使学生对自己

要达到的结果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很多网络探究学

习中 ,学习任务是真实的 ,为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迷途 ,在教学进行前 ,预先通过提供范例、制定量规、

签订契约等方式将是非常有效的。这样一来 ,学生们

就会主动地向自己的工作与任务的预期要求看齐。

· P-Process过程: 基于 ELP的评估把评估看做

一种过程 ,如前所述 ,是一种面向过程和表现的评估 ,

而不是最后的“必需” ,并且电子学档可以实现多个评

估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在不同的情景中的重复评估 (不

同于提供一种最终的定量的等级分数 ) ,使学生能够

进行自我评估和不断地扩展或者改进他的作品。

· A-Authentic真实:基于电子学档的学习评价

要基于学生在实际任务中的表现。教学的组织者要尽

可能地从“真实的世界”中选择挑战和问题 ,并在评价

时关注学生在实际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学习素养和

能力。评价的重点要放在如何使学生的这些能力得到

发展和提高上 ,而不仅仅是判断学生的能力如何上。

· R-Ref lection反思: 反思是促进学生进行自我

评估的有效途径。当然 ,学档反思需要一系列标准 ,这

些标准可以有国家、社区、学校、个别老师甚至个别学

生设立的。在目标和标准确立之后 ,学生对设定参考

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标准进行评价 ,他们反思他们如何

根据老师和社区的反馈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过程

中 ,他们“把自己的学习看做一种责任” ,并且“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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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中成为一种代理” ,
[7 ]
通过反思、展开的自我评

价 ,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 ,如 Karen Peterson

和 Scot t Mengel,在《 Po rtfolio Assessment Toolkit》

中写道 ,“学档教育和赞扬我们的孩子努力和成就是

最重要的。然而鼓励他们个人关于过程的反思有助于

提高他们的学习。” [8 ]

· E-Embed嵌入: 基于电子学档的评价是一个

进行中的、嵌入的过程 ,评价是随时并频繁进行的 ,传

统的评价是一种集中式评价 ( focused a ssessment ) ,

目的仅仅在于测查某种能力或成就水平。 进行性评

价 [9 ] ( o ngoing assessment )常常是正常教学的一部

分 ,通常要进行好几次 ,在学习前、学习中、学习后进

行 ,这样可以测查出学生的认知和动机过程 ,以及学

生学习的结果。集中式评估的主要作用在于向某些教

育部门的官员 ,提供关于学生整体学习情况的总结性

报告。 目的是衡量学生的表现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差

距 ,进而及时改变教学策略 ,或者要求学生改变他们

的学习方法及努力方向。事实上 ,评价是促进整个学

习发展的主要工具。

五、基于电子学档的学习评价的基本策略

正如祝智庭教授所指出的 ,在信息化教学中 ,除

了要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对传统评价方法进行改造

外 ,还要开发一些新的评价方法 (工具 )。在祝智庭教

授的新著《走进教育信息化—— 现代教育技术》一书

中 ,作者从信息化教学的角度 ,简略提供了多种信息

化教学评估方法 ,其中也涉及了电子学档的评估。
[10 ]

这里想从电子学档作为网络学习中学生的学习化身

出发 ,阐述电子学档本身的评估途径。我们认为: 网络

学习中完整的电子学档能够进行如下的质性和量化

评价途径:

1.质性评价:学习契约 ( Lea rning Contract)

学习契约 ( Lear ning Contract)也称为学习合同。

什么是学习契约? 有关资料这样阐述:

A lear ning contract provides an out line to o rga-

nize self-directed lea rning. It is a renego tiable w ork-

ing ag reement that provides accountabili ty in lea rn-

ing and respects student sel f-determina tion. [ 11]

参照此说法 ,学习契约实质上是学习过程中的一

种可以不断修正的协议 (契约 ) ,它赋予学生学习中的

自主决定权 ,规定着学习者在学习中必须履行的义

务 ,并为自我指导的学习的开展提供一种基本框架。

协议学习的过程需要学习者来诊断学习需要 ,创建目

标 ,发现资源和评价学习。通过学习契约 ,学习者对自

己的学习负责 ,有权控制学习 ,并且积极参与到学习

过程中来 ,因此 ,这有助于帮助学习者学会学习。关于

学习契约 ,诚如祝智庭教授所言 ,在信息化教学中 ,其

基本原则就包括以“学”为主 ,以“任务驱动”和“问题

解决”作为学习和研究活动的主线。为了能够让学生

在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时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或依据 ,

也为了客观合理的评价 ,学习契约这种评价方式是应

该得到足够重视的。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学习合同评估的内涵与基本

策略 ,下面试举一例:

一份关于“ Word网页制作”的学习契约

完成日期:

学习目标:

学习如何利用 Word工具制作网页

学习完成网页有哪些步骤

学习如何将已学 Word操作运用于网页制作

学习资源和策略:

Wo rd 97　　丰富的网络资源　　参考的 Word网页样品　　信息技术课本

成果依据:

通过自学 Word网页的制作及网页资源的浏览 ,我认识到要制作 Word网页必须有以下步骤:

· 确定主题:根据你的兴趣爱好 ,确定一个适合于你自己的主题内容。

· 搜集材料:从网络资源中选择与你的主题相关的文字、图片等信息资料 ,为你的下一步任务作好充分准备。

· 执行任务:根据你的计划和构思 ,尽情发挥你的网页制作技能和特长 ,制作出属于你自己的精彩网页来。

· 修正作品:对照你的计划和构思 ,仔细检查你作出的网页 ,并对不足之处作出修正 ,直到你满意为止。

这些步骤以一种逻辑的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通过小组的分工与合作 ,从确定主题 、搜集资料、执行任务到作品的修正这么

一个实践的阶段 ,我们深切体会到了 Word网页包括以下基本组成部分:

· 框架

· 标题栏

· 导航条

· 选项栏

· 内容信息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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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量化评价: E-Lear ning Port fo lio评估量规

量规 ( Rubric)是一种结构化的定量评价标准 ,往

往是从与评价目标相关的多个方面详细规定评级指

标 ,具有操作性好、准确性高的特点 [12 ] (祝智庭 ,

2001)。 量规与传统评分或测验的区别主要在于对评
价工具的制定与运用上。传统评价在使用量规的自觉
性和规范性方面还远远不够 ,特别是对学习主体和学

习过程的关注不够。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时 ,应用量规

可以有效降低评价的主观随意性 ,评价执行可以是教

师、家长、学生或同伴互评 ,评估涉及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表现和业绩等。 如果事先公布量规 ,还可以对学生

学习起到导向作用。此外 ,让学生学习自己制定量规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方法。电子学档作为学生学习

的重要表现 ,对电子学档的评估成为网络学习评估的

主要方面。
为全面评估学生的电子学档 ,考虑到电子学档的

技术要求和内容要求 ,本文选择了技术和内容两个维

度从六个方面进行评价。

( 1)关于内容的反思:

0 1 2 3 4 5

很少或几乎没有
反思、标准、目标
的阐述 ,素材的集
合是一种剪贴板
或多媒体展示

关于档案作为一

个整体的、简单而
全面的反思

层级 1的基础上

加上标准或包含
档案目标

层级 2的基础上
加上关于每一个
标准或目标的成

就的反思或加上
将来的方向 (学习
目标 )

层级 3的基础上
加上关于档案中

每一个素材的作
用的反思

层级 4的基础上
加上从档案讨论
中获得的反馈或

从其他人获得的
反应 ,包括档案的
自我评价

( 2)关于操作电子学档的容易程度:

1 2 3 4 5

简单的线性的展示性
文档 ,没有导航链接
(也许是 “中断的”链
接 )

从内容目录到标准
有超级链接 (比如按
钮 ) ,与素材做了链
接

超级链接把内容目录、
标准、素材、反思都链
接起来

完全的超级链接把文
档同内容目录、标准、
素材和反思链接起来

通过动画和直觉的导
航进行交互展示

( 3)关于在操作电子学档时的用户选择:

1 2 3 4 5

在导航时没有用户意
见选择

在导航时最小的用
户意见选择

在导航时合适的清晰
的用户意见选择

在导航时最大的和明
显的用户选择

在导航时最大的和明
显的用户选择

( 4)电子学档中标准、素材、反思的整合:

1 2 3 4 5

原始的独立的文档
文档或许是独立的
或合并成一个单独
的文件

文档结合成一个单独
的文件 ( PDF)

文档在网络站点上是
一条单一的路径

整合的、迷人的、自动
运行的多媒体展示

( 5)多媒体的合适运用:

1 2 3 4 5

没有音频 /视频或不合
适的使用 ,分散对档案
中内容的注意力

也许有音频
可选择的合适的音频 /
视频

包括合适的音频 /视频
合适的音频和视频无
缝整合到展示中

( 6)基于 WWW的电子学档的评价量规:

项目 2 5 8 10

标　题 设计不合适
设计可能整洁 ,但可能不
合适

设计漂亮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 ,有创造力 ,丰富
多彩

结　构
拼写和标点有着不可原
谅的错误

拼写和标点有着明显的错
误

有少量的拼写和标点的错
误

没有拼写和标点的错误

按　钮
主题面上包括 4个或更
少的与主题相联的按钮

主题面上包括 5～ 6个与
主题相联的按钮

主题面上包括 7个与主题
相联的按钮

主题面上包括 8个与主题
相联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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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5 8 10

声　音
许多声音是不合适的 ,并
且有相互干扰

许多声音是不合适的 ,并
且有相互干扰

声音是高质量的 ,并且合
适

声音能够相互强化质量

项目反思
的内容

少量的反思: 过去的计划
和主要的学习技能

一些反思: 过去的计划和
主要的学习技能

所有的反思: 过去的计划
和学习过的主要的技能

所有的反思: 过去的计划
和学习过的技能的详细细
节

个人对项
目的反应

少量的反思: 个人的反
应 ,反应是含混的和重复

的

一些反思: 个人的反应 ,反
应是含混的和重复的

反思: 个人的反应 ,关于学
生情感的清晰的反应

(所有的反思: 个人的反
应 ,反应是描述的和有洞

察力的 )

(说明:表格中的等级和分数值仅供参考 )

六、结　论

基于 ePo rtfolio的评价方式实质上是一种质性

评价 ,通常记录了学生的各种行为表现、作品或者思

考等描述性的内容 ,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数。这

不仅具体直接地描述出学生发展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

而且较全面地反映了学生发展的状况 ,对于关注学生

的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种评价方式的运

用建立在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责任感的基

础上 ,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通

过学习过程和学业成果的展示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

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这对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意义非常重要。目前 ,我们已经在本专业的主干课程

如“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教学系统设计”和全校公

共选修课程“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以及中小学教师教

育技术继续教育、中小学信息技术等课程中运用这种

信息化教学评价方式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 ,关于

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之间的协调还有一些问题需要

在实际中解决。现在 ,我们正根据信息化教学的要求 ,

开发一套适应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整合条件下的基

于电子学挡的信息化教学评价系统 ,并根据各类课程

的教学要求 ,完善这种评价方式 ,最终希望形成一套

适应现代信息化教学的新型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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