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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推理方法的学习效果评估 

吕国栋 ，曾祥娟 ，苏 冬 ，修保新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2．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学习效果评估被认为是不确定环境下的多属性决策分析问题。本文首次将档 

案袋运用于英语学术论文阅读课程中，并首次通过证据推理方法对学习者的档案袋信息进行评 

价。研究对象随机选取参与本课程的十名学习者，通过证据推理的方法对其学习效果进行实证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课程档案袋可以有效记录学习者英语学术论文阅读课程中的表现，并且 

基于证据推理的学习效果评估方法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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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ffect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Evidential Reason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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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Learning Effect Assessment(LEA)is a strategic issue considered as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with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under uncertain conditions． In this paper，the 

analysis process and algorithm for LEA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evidential reasoning(ER)approach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drawn from the course portfolio of each subject．Ten learners taking the 

English Academic Paper Reading course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of the study．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validity of course portfolio to record learners English paper reading abilities and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evidential reasoning approach used to assess the learning effect information drawn from the course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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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学习者英语学术论文阅读能力对于其学术研究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英语学术论文阅读 

课程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 

是英文学术论文的学习效果由哪几部分构成，其二 

是课程结束后如何判断学习者的英语学术论文阅读 

能力是否有所提升，即如何分析学习者的学习效 

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认为英文学术论文能力 

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理解性阅读，包括对 

长句、文章结构、学术背景等知识的理解；另一方 

面是批判性阅读，即分析论文的观点正确与否，所 

提出的方法是否科学等问题。 

基于对第一个问题的理解，本文以 《英语学 

术论文阅读》课程为背景展开了对第二个问题的 

研究，研究者为本课程制定档案袋用于收集学习者 

学习效果信息，并基于证据推理算法对所收集的信 

息进行分析和评估。在研究中，研究者随机选取 

l0名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访谈分析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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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文探索了以下三个问题：学习者参与本课 

程后的整体表现；证据推理方法在教学评估中应用 

的可行性；档案袋评估 中的不足之处以及如何提 

升。 

二、文献综述 

(一)使用课程档案袋的原因分析 

通常情况下，档案袋用于收集学习者多方面的 

学习信息并反映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在实际教学 

中，档案袋被认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学习工具  ̈J。 

简而言之，档案袋主要用于发展和评估 j，此外 

它还被用于提供各种不同的学习目的_8I9 J，不同形 

式的档案袋所收集的信息和提供的功能也不相 

同_8’m J。不仅如此，学习档案袋典型的应用在于展 

示在一段时期内学习者所学到的信息并提供个体学 

习过程 。 。 

档案袋评价在中国高等英语教学中已有广泛 

研究 ，但大多集中在基础教育或者高等教育 

的基础层次展开，较少研究涉及到研究生这个层 

次。此外，实证研究多集中在写作教学，在为数不 

多的阅读教学研究中，也是集中在大学英语课外阅 

读 、一般性大学英语阅读，而忽略了英语学术论文 

阅读的研究 。 

由于档案袋评价重视过程，这一点与英语学术 

论文阅读循环往复的特点相契合，可以反映学习者 

阅读过程中的问题和收获，达到提高学习者学术论 

文阅读能力的目的。同时，用档案袋来记录论文阅 

读过程，展示阅读效果，有助于下一步学习者用英 

语撰写论文。因此，在课程中通过档案袋收集学习 

者信息是科学合理的。 

(二)档案袋信息评价方法选取 

然而，基于档案袋收集到的信息，如何对其进 

行有效的评价是本文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以往 

关于档案袋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档案袋评估方 

法进行探讨，并且如何评价档案袋至今仍是一个困 

惑 。 

档案袋可以用于总结性评价和学习的实证研 

究 ’ J，对于档案袋的评估者而言，需要知道档案 

袋的评估指标和标准，然而这些评估指标经常是相 

互冲突的，这就给评估的效果带来一定影响。 

Dysthe发现教育者并不能很自信地基于已有的实证 

信息对学习者进行评估 J。此外，评价标准也是 

评估中的一大难处，准备的评估需要评估人员制定 

详细的评价标准，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数学评 

估模型，来对档案袋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评价。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建立一种基于多种多 

样的学习者学习效果信息的评估模型，着重考虑两 

个问题：首先学习者学习效果的评估涉及方方面 

面，包括像成绩一样定量的信息，也包括学习者上 

课表现等方面的定性的信息。而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需要综合所有可行的信息，这就需要将定性的信息 

和定量的信息转换为统一的格式并通过一定的方法 

进行处理；其次，学习者学习效果评估存在不完整 

性和不确定性。学习者的表现需要根据专家给出评 

价，也就是教师，但由于专家知识的局限性以及学 

习者个体表现的复杂性，这就很难完整而精准的评 

价信息。学习者学习效果评估不确定的环境下，需 

要处理不完整、模糊或者可能被忽略的信息。因 

此 ，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分析不确定环境下学习 

者的学习效果。 

而本文通过证据推理算法很好地处理了上述问 

题。证据推理方法是由Yang、Singh、Xu等学者在 

决策理论和 Dempster—Sharer(D—S)证据理论基 

础之 上设计 的算 法，用 以处理 诸如 此类 的问 

题 _2l1 ]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该校秋季学期开设的研究生 《英 

语学术论文阅读与陈述》课程，学习者大多数为 

新人学的研究生以及博士生。本课程 70％的时间 

用于学术论文阅读教学，30％时间用于论文宣读教 

学。研究以该课程为依托，以2012级l0名选修该 

课程的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整体分析。 

研究首先结合教学大纲和在本课程中的教学经 

验，通过本体知识建模的方法制定适用于本课程的 

档案袋，并通过 AHP方法推算出档案袋中各部分 

在最后的评价中所占的权值。 

在课程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师根据学术论文 

的结构 (IMRD)展开讲授，讲完一部分内容，学 

习者要阅读自己的学术论文并将阅读结果记录在自 

己的档案袋中。阅读部分课程讲授完后，开展为期 

四周的阅读陈述活动，学习者在课堂上汇报自己论 

文的内容和自己的见解，由老师和其他学习者进行 

点评，此后，学习者根据课堂上习得的知识进行档 

案袋的修改，并由老师和学习者进行评价，如此修 

改四次，最后一次作为教师对学习者学习本课程后 

的学习效果的评价依据。教师根据设定的标准对 

10名学习者的最后的档案袋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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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出  、 、． 伴互评，教师反馈后的修改报告和自我反思情况； 

、 刁 第四部分是学习者期末成绩。档案袋的完成形式为 

(一)档案袋指标选取 电子文档，学习者可以根据反馈反复修改。 

课程档案袋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个 通过基于本体建模的方法，研究给出评价学习 

人的基本信息和所选取论文理由；第二部分包括对 者档案袋的各项指标以及其子指标，如表 1所示。 

论文的理解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第三部分包括同 

表 1 档案袋的评估指标及其权重 

学习者表现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论文选取缘由 (0．5) 背景介绍 (0
． 0357) 领域知识介绍 (0

． 5) 

语言分析 (0．2) 

理解性阅读 (0．4) 语篇分析 (0．4) 

信息提取 (0．4) 内容分析 (0
． 6625) 语言表达 (0

． 2) 

学习效果评估 批判性阅读 (0．6) 分析深度 (0．4) 

分析广度 (0．4) 

同伴互评 (0．25) 

教师反馈 (0．25) 同伴协作 (0
． 1161) 档案袋修改 (0

． 25) 

自我反思报告 (0．25) 

期末成绩 (0．1857) 

(二)各指标权重确定 

各指标权重通过专家经验以及 AHP分析方法 

给出。例如，在一级指标中，按照重要性程度专家 

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出两两相比的重要程度，例如内 

容分析与背景介绍相比，内容分析的重要程度是背 

景介绍的9倍 ，相对应地背景介绍的重要程度就是 

内容分析的1／9。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等级列表，如 

表2所示。 

表 2 基于AHP方法的指标确定 

B 

A与 B的重要性比值 背景介绍 内容分析 同伴协作 期末成绩 

背景介绍 1 1／9 1／5 1／7 

内容分析 9 1 7 6 
A 

同伴协作 5 1／7 l 1／2 

期末成绩 7 l／6 2 l 

通过 AHP分析法知，一致性比率为0．0099， 

通过一致性检验，背景介绍、内容分析、小组协 

作、学 习测 试成绩 的权值 分别 是：0．0357、 

0．6625、0．1161、0．1857。 

通过此方法，可以得到各级子标题所占的权 

重，如表 1所示。 

五、基于证据推理的档案袋评估过程 

学习效果评估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决策分析的过 

程。通常而言，很难直接通过档案袋而直接给出对 

学习者学习效果的总体评价，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 

方面： (1)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由很多种复杂的、 

多维度、多层级的的指标组成； (2)评价档案袋 

时，需要考虑多种指标，但是这些指标有时候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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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 (3)评价是需要考虑多种多样的信息， 

包括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数据； (4)信息的不确 

定性和模糊性，甚至部分数据难以给出，但这些信 

息又需要被评定。 

基于证据推理算法的档案袋评价方法操作如下 

所示： 

首先，要基于档案袋的特点，将各因素的指标 

分解成更小的指标，建立因素层级模型，如在第四 

部分提到的。 

其次，要收集评价档案袋的定性和定量的信 

息，这些信息主要由任课老师给出，即本领域的专 

家。 

然后，要将定性的与定量的信息通过信度结构 

模型转换为相同的格式 。 

之后，通过证据推理的迭代算法将各个子指标 

信息逐步融合到其上层的指标中。 2 

最后，再次通过迭代算法，将所有信息融合到 

最上层的信息中，即对于档案袋的整体评价。 

为了能够清晰地说明证据推理在本研究中的具 

体应用过程，本文给出对某一名学习者评价的详细 

过程。 

(一)建立评估等级并转换原始信息 

基于档案袋评价的学习者学习效果评价结果可 

以分为以下五个等级 Worst',Poor ，"Average ，Good 

and Best',因此五个等级可以表示为： 

H ={ ， ：1，2，⋯，5}={Vdorst．Poor．"Average．Good',and~Best } 

表 1中给出了所有的评价指标和评价，其中只有一 

项定量 (期末成绩)的指标，其他的均为定性的 

指标。 

为了分析学习者的期末成绩，研究通过专家经 

验给出如下等级信息：Worst (小于等于59)，Poor 

(60和 69之间)，：Average (70和79之间)，Good 

(80和 89之间)，以及Best (90和 100)。因此，对 

于各项指标，可以给出如下等级划分区间：H = 

{hl，h2，h3，h4，h5} = {59，69，79，89， 

100}。 

如表 3所示，学习者在考试中得到了94．5分， 

／／／orst 

．

A ： Poor 

Avez'age 

Good 

Bert 

介于H4和 H5之间，因此，通过信度结构 可以 

计算 出，该 信息可 以表示 为 {p =0．5，p = 

0．5}。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S = {(H ，0．5)， 

(H ，0．5)}。 

对于定性的信息，如学习者对于文本内容的分 

析情况，本文给出如下评价等级： {D，c，c+， 

B，B+，A，A+}，而其上级的评价等级为 { 

Worst．Poor "Average Good．and Best }。因此根 

据专家经验，可以给出如下转移矩阵： 

D C C B 

1 O。6 O 0 

O 0．4 O．6 O 

O 0 0．4 1 

O O O O 

0 O O 0 

因此，如果学习者内容分析部分的表现 HcA= 

{(H ，ŷ ．i)} = {B一 1)}，本文可以得到bi= 

Aj X = (0，0．6，0．4，0，0)，进一步可以得到 

经过转化后的信息 S = {("Poor，，0．6)， ( 

Average．0．4)}。 

B 七 A A七 

O O O 

0 0 0 

O．4 O 0 

0．6 O．4 0 

O 0．6 1 

(二)收集学习者 1的档案袋信息 

基于学习者在课程中学习表现，研究根据档案 

袋中所设定的指标，依此得到学习者的学习信息， 

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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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习者 1的学习表现 

指标一级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学习者学习效果信息 

背景介绍 论文选取缘由 (0．5) {(A，1)} 

(0．0357) 领域知识介绍 (0
． 5) {(A，0．6)，(A+，0．4)} 

语言分析 (0．2) {(B+，0．5)，(A，0．5)} 

{(B+，0．3)，(A，0．5)} 理解性阅读 (0
． 4) 语篇分析 (0．4) (不完全信息) 

内容分析 信息提取 (0．4) {(B+，0．4)，(A，0．6)} 

(0．6625) 
语言表达 (0．2) {(A，1)} 

{(A，0．5)，(A+，0．3)} 批判性阅读 (
0．6) 分析深度 (0．4) (不完全信息) 

{(A，0．5)，(A+，0．3)} 分析广度 (0
． 4) (不完全信息) 

同伴互评 (0．25) {(A，1)} 

教师反馈 (0．25) {(A，0．5)，(A+，0．5)} 

同伴协作 

(0．1161) 档案袋修改 (0．25) {(A，0．9)}(不完全信息) 

自我反思报告 (0．25) {(A，0．5)，(A+，0．5)} 

期末成绩 {(94
． 5，1)} (0

． 1857) 

(三)基于证据推理算法的聚合评估 

通过证据推理的方法可以得到学习者在各个部分的表现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档案袋各个部分学习者的表现情况 

评价等级 (信度等级) 
档案袋 定性分析 定量数据 

各部分 
D C C+ B B+ A A+ 未知信息 l00 

背景介绍 O 0 0 0 O 84．62％ 15．38％ 0 0 

内容分析 0 0 0 0 13．34％ 64．90％ 10．83％ l0．93％ O 

同伴协作 0 0 0 O 0 77．33％ 20．8l％ 1．86％ 0 

期末测试 0 0 0 0 0 0 0 0 94．5 

从图1中，可以得到对学习者整体学习效果的评价信息，其结果可以表示为 {("Worst．0)，(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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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verage．0．0372)，(Good．0．3568)，(Best．0．5291)}，并且包括0．0769的因为信息缺失而到来 

的不确定信息。 

六、学习者整体情况分析 

根据上述的学习效果评估过程，本文对研究所 

选取的 10名研究对象的学习效果逐一进行分析， 

得到最后的评估结果，如表5所示。进一步，本文 

基于效用函数和排序规则-2 ，对这 10名研究对象 

的学习效果进行排序，得到如下结果：S4>S6> 

S9>S2>S1>S10>S5>S3>S8>S7 

表 5 各学习者的评估结果 

研究 期望效用 

对象 排序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S1 0．7393 0．0064 0．0064 5 

S2 0．8l53 0．0385 0．0385 4 

S3 0．6593 0．0422 0．0422 8 

s4 0．9406 0．00l 0．ool l 

s5 0．6624 O 0 7 

S6 0．8841 0．0249 0．0249 2 

S7 0．4226 0．0143 0．0143 10 

S8 0．6112 O．0042 0．0042 9 

S9 0．8366 0．0257 0．0257 3 

S10 0．6821 0．0154 0．0154 6 

Group 0．7232 0．0207 0．0207 

七、结论与讨论 

学习效果评估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认为是一个战 

略性的决策分析过程，对于教学设计和学生发展都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考虑到教师难以准确地把握 

学习者整个学习过程的所有信息，因此本文将学习 

效果评估过程看成是不确定环境下多属性决策过 

程。为了收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信息，在教学中， 

研究采用档案袋的教学辅助资源，并提出通过证据 

推理算法的策略来评价从档案袋中所收集到的定 

性、定量甚至不完全的信息。 

本文基于中国某著名高校研究生 《英文学术 

论文阅读》课程，随机选取 10名学习者作为研究 

对象，此外通过观察研究，访谈的研究成果来辅助 

证明通过证据推理算法所分析的学生学习效果信息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认为，在研究生 《英文 

学术论文阅读》课程中使用档案袋，学生整体表 

现较好，并且通过反复的修改档案袋，可以有效促 

进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平。具 

体表现在： 

(1)档案袋能够有效记录学习者阅读课程中 

的表现，以提供综合性评价的依据； 

(2)档案袋能够帮助改变完全接受式的英语 

论文阅读习惯，提高了对论文进行批判性解读的能 

力； 

(3)档案袋部分地促进了同学之间与教师之 

间的交流。 

此外，本文为今后的教学工作和学生评估提供 

了科学的方法，通过证据推理理论，对档案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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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手段给予了技术上的支持，也为社会科学类 

研究分析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但是，研究中尚存 

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档案袋指标难以确定，尽管通 

过 AHP法进行分析，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但 

是通过本次研究，得到了初始的数据，可以通过神 

经网络学习的方法，进一步确定合理的权值，研究 

将在下学期的课程中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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