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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考试 服务智慧教育

摘要：教育考试数字化是立足新发展阶段、促进教育考试高质量发展与实现教育考试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必要选择和必由之路。本文聚焦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总体要求，对标智慧教育

总体架构，以数字化思维重构考试业务流程，提出以智慧考试为核心概念的全新考试业务系统，描

绘我国大规模教育考试数字化发展的愿景和技术路线。智慧考试按照“3133”的整体架构进行总

体布局，以海量题库、个性试卷、科学评价为核心特征，以试题创生为龙头，并与考试投送、编码评

分和智能评价共同构成核心圈层，以数据确权、数据安全和数据标准作为技术支撑。当前，通用人

工智能技术的涌现正在掀起全面智能化发展浪潮，智慧考试的整体架构和研究成果对于探索适应

智能时代的教育考试新模型、新工具、新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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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和社会治理方式[1]。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变革，

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更是加速推动

社会智能化水平迈入新的阶段。进入新时代，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发

展，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2-3]。“推进教育数字

化”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

步发展教育数字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4]。2023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横

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

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5]。《“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智慧教育 [6]。教

育部以“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

行”为总要求[7]，全面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2023 年 2 月，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

题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召开，围绕数字化转型、

数字学习资源开发与应用、教育数字治理和教育

发展评价等专题展开深入讨论，获得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8]。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以来，在应对

疫情、服务“双减”、促进优质资源共享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9]。综上，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

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教育数字化的变革性实

践和标志性成果正在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驱动

力量。

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我国大规模

教育考试通过人才甄别和选拔的组织实施，在保

障教育公平公正、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促进

人力资源优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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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同时，考试又同教育教学紧密衔接，

既是教育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又通过反馈和评价

机制深刻影响教育教学，与之形成循环和互馈。

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深入推进，利用现

代数字技术和理念助力教育考试内容、形式、评

价及治理改革，建设与智慧教育相适应、为智慧

教育服务的数字化考试体系（以下简称智慧考

试），是我国教育考试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重要且

急迫的任务。

1 背景和意义

首先，数字化发展是教育考试进入新发展阶

段的必然要求。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进教育

数字化的总体要求下，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引领教育变革、推进教育现

代化的重大举措。聚焦到教育考试领域的改革

发展历史进程，实现教育考试现代化是一以贯之

的主题和矢志不渝的目标。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考试标准化改革[10]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考试信

息化建设[11]有力促进了我国教育考试现代化发

展，为进一步推动教育考试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教育考试领域，深入推进教育考试数

字化，实现数字化变革和转型，是落实国家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对实现教育考试现代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数字化发展是教育考试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必要选择。新发展理念倡导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数字化所依托的数据科学被称

为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

科学范式，直接影响并促进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发

展和转型。新范式具有与新发展理念相一致的

特征：在创新方面，数字化能够带来产业变革，考

试数字化将促进教育考试创新发展和业态重塑；

在协调方面，数字化能够实现交流和互通，考试

数字化有助于加强考试各环节之间的信息共享

和协调联动，保障考试的质量和公平；在绿色方

面，数字化能够优化服务、提高效率，考试数字化

可以营造简洁、高效、低碳的考试服务环境；在开

放和共享方面，数字化的基础就是通过数据流通

打破信息孤岛，考试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各类教育

资源和服务的共建共享，构建更加开放、融通的

教育生态。

最后，数字化发展还是教育考试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事关教育

考试事业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是教育考试改革的纲领性文

件，明确了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落实立德

树人、坚持“五育并举”和实现“四个评价”等[12]。

对照总体目标，教育考试必须面对包括如何破

“五唯”、如何尊重教育规律以更好发挥考试正向

反拨作用、如何引导和鼓励创新、如何在超大规

模考试中考出能力和素养、如何实现因材施考而

非抹杀个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教育考试

数字化发展寻求突破、化解难题并取得成效，是

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现教育考

试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教育考试而言，数

字化发展既是走进新时代、迈上新征程的战略机

遇，也是推进我国从考试大国迈向考试强国的关

键着力点。

立足教育考试数字化发展，对标国家智慧教

育总体架构，坚持理念创新和技术实践相结合，

面向服务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大局，聚焦国家考

试重要功能，本文提出智慧考试的核心理念和目

标框架，助力考试业务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

级，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探索适

应时代要求的教育考试新模型、新应用，打造可

为育人选才全过程服务的考试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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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考试整体框架

智慧考试按照“3133”的框架进行总体布局，

架构示意图见图 1。在整体架构中，海量题库、个

性试卷和科学评价是智慧考试的 3 个核心特征。

其中，海量题库汇集大量优质试题，承载数据资

源，确保试题对教育教学目标及选才需求的有效

覆盖；个性试卷使试卷难度和考生群体能力水平

更加匹配，提高考试信效度，减轻大量刷题带来

的学习负担和偏题怪题带来的心理压力；科学评

价提供合理有效的结果报告及使用方法，既直接

弱化“唯分数”导向，又间接服务教育管理改进和

教育质量提升。3 个核心特征聚焦实现“有考无

类”“因材施考”和破除“五唯”，目标是促进教育

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服务创新人才选拔和助力

教育评价改革。

在智慧考试总体架构中，试题创生是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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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既为试题构思设计提供智能化的技术支

撑，也为试题精雕细琢提供全方位的工具配置。

在试题创生所搭建的环境中，命题人员可以通过

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式批量加工试题，还能够像

塑造工艺品一样逐个研磨试题。通过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技术赋能，以智能出题、难度预估、自动

组卷和全网查重为代表的创新技术已经成为试

题创生的重要功能，在命题的相关环节发挥着关

键作用。智能出题聚焦试题命制，助力生产端；

难度预估和全网查重着眼试题质量，守好出口

端；自动组卷面向试题管理，服务考试端。这些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试题创生的交互性、精

准化和个性化程度，在提质、增效、保稳和控险等

多个方面体现出了数字化的特点和优势，使试题

创生成为智慧考试的核心单元。具体来说，试题

创生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和两项主要内容。

试题创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支持创新试题

类型。试题创生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试题

类型，除了面向已有考试项目的传统命题需求提

供通用功能组件外，更为未来考试命题的创新需

求提供个性化配置服务，目的是通过丰富的交互

方式引导和激发命题人员的创作灵感，突破传统

试题类型的限制，设计出更多且能够体现出数字

化特点和优势的试题。研究表明，技术增强题型

更能激励学生的作答兴趣，其互动元素可以帮助

教育者更多地了解学生如何思考问题以及如何

根据提示作出反应，鼓励学生对知识应用进行实

践探索，让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习有更强的责任

感[14-15]。与传统计算机化题型相比，通过个性配

置服务设计出来的技术增强题型凭借技术优势

和数据采集多样性，更符合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

教育教学的要求，也更有利于服务拔尖创新人才

的培养与选拔。

试题创生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充分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在试题创生中创作方面的研发助手；

二是在试题创生中生成方面的设计工具。试题

创作指的是以传统的专家命题创作为主导形式、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辅助形式的人机协同模式；这



得到准确体现，关系到考试能否安全有效组织实

施，还关系到考生的真实作答过程及结果能否得

到完整记录。考试投送主要包括如下 5种方式。

一是纸笔形式（答题卡+高速扫描）。纸笔考

试是最为常见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考试形式，在

当前一些重要的大规模考试中还占据主导地位。

近些年，随着信息技术逐步应用于大规模考试，

纸笔形式也在不断优化完善。例如，考生答题卡

设计更加科学，考生信息收集和管理更加规范，

考生作答能够通过扫描快速转换成电子文档上

传至阅卷平台。纸笔形式对考场软硬件要求都

不高，组织管理成熟，能够完整记录考生在答题

纸上的书写笔迹，这对以主观题为主、考试和评

卷统一组织的大规模高利害教育考试而言，几乎

是不可或缺甚至难以取代的。

二是机考形式（仅键鼠输入）。以键盘和鼠

标作为输入设备的机考形式已在众多考试项目

中应用和推广。计算机屏幕作为重要输出端，能

够呈现比纸笔形式更为丰富多样的试题类型。

对命题人员而言，试题创作形式更加灵活，一些

受限于纸笔形式的命题理念能够在机考形式下

得以体现。例如，增加声音、动画和视频等多媒

体内容，设计人机交互的试题类型等。正如计算

机已经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样，从长远

发展来看，机考形式更能顺应信息化时代要求，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考试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考试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主战场。

三是手写板+摄像头。这种方式同时具备机

考和纸笔考试的特点，既可以呈现丰富的题型，

又可以支持考生手写笔迹的记录，特别是通过摄

像头还能全程捕捉考试作答过程中的视频画面

信息。因此，这种方式能够无感采集考生在考试

场景下的所有作答信息和操作信息，为多维分析

评价考生能力提供重要数据基础。

四是在线视频直播。在线视频直播考试已

在一些考试项目中，尤其是在面试环节里得到使

用，其主要形式是监考人员通过音视频在线发出

指令，实时指导并监控考生在居家等非标准化考

试场地进行考试。当考试受到某些突发事件影

响时，这种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并还原考

试场景，观察和了解考生现场作答，因此正成为

当下在线考查和评估考生的重要途径。在线下

考试组织管理工作受到客观因素制约的情况下，

在线视频直播考试能有效缓解组考压力，完成小

型考试任务。

五是专用考试终端。专用终端立足未来考

试发展，整合科技创新元素，从软硬件方面同时

进行架构搭建，涵盖芯片设计、系统开发和兼容

扩展等内容。作为专用考试设备，这些终端将来

能够进行定制化的考试服务，有助于增强考试体

验、激发考生兴趣，同时对于推动教育考试新基

建和提升教育考试专业化水平也具有促进作用。

例如，基于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的终端设备能够呈现出更加逼真、更加贴近现实

的试题情景，提供身临其境的考试体验，增强试

题的实操性、探究性和开放性，不但能够全面考

查考生能力，更有利于寓教于考，促进教与考的

衔接和融合。

当然，考试投送方式不限于以上 5种类型，而

且在某个特定考试项目上也不限于使用一种投

送方式。数字化考试投送也并不意味着把考试

直接照搬上计算机，其本质上还是为考试目标和

考查要求来服务的，同时需要与不同地区的教育

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匹配。对于低利

害度的较大规模考试而言，考试投送方式可以作

出更加灵活的尝试，而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形式；

对于高利害大规模考试而言，考试投送要更加注

重安全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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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勇于创新和试验不同考试投送方式，为将来

在更大范围推广和应用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随

着更多科技融入考试投送环节，考试安全也能得

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保障。

3.3 编码评分

在大规模考试中，主观题评分问题是世界性

难题。传统上，评卷老师根据经验“踩点”给分来

判定考生得分，容易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主

观判断带来分数误差和公平问题；二是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考生个性发挥，抑制创新。我国大规模

教育考试多采用以双人评分、全程质控、实时预

警、统计校验为核心的网上评卷模式，以尽量减

少主观评分的不确定性，这在世界考试行业居于

领先地位。

在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主观题评分将开启

从传统模式到编码评分的新探索。编码评分引

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AI），大体分成 4 个步

骤进行。第一步，分类归集。AI 对所有考生作答

进行快速筛选和分类，总结提炼出有代表性的考

生答案类别的集合，对每一个类别赋予一个编码

值（code），每个编码值代表一类答题思路或解法。

第二步，标定编码。编码员根据与不同答案类别

的近似度对所有考生作答标定相应的编码值，在

此过程中，编码员会及时发现不同考生作答的创

新点，必要时提交专家组研判，产生新的答案类

别和编码值。第三步，专家赋分。专家组综合评

判分类的合理性和编码结果，对每个编码值或类

别进行赋分（score）。第四步，自动给分。系统根

据每个考生作答的编码自动给出相应分数。

编码评分模式实现智能技术与人工评判的

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减少误差、保障公平、保护个

性、鼓励创新。编码评分收集的信息更加丰富，

有助于更好了解考生能力特点，实现更加精准的

评价，并有利于命题评价反馈。

3.4 智能评价

科学产出和使用考试结果是考试工作流程

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在智慧考试架构中，这

个环节被定义为智能评价。智能评价是各环节

数据的“汇集地”和“加工厂”，是使用和呈现的关

键“最后一公里”。它接收来自编码评分的评分

数据、来自试题创生的信息数据、历史数据以及

来自外部的其他相关数据（如考生群体数据、教

育发展数据等），既通过传统的教育测量模型和

统计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常规加工处理，又能够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进行综合分析，从而

形成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的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有 3 个应用场景。第一，生成结果

报告，服务于考生或者特定群体。传统的考试结

果报告通常只包括分数或等级，智能评价则可以

提供个体、群体、局域及全域的考生能力的立体

画像，实现考试结果报告的科学化、精准化和多

元化。第二，运用教育测量学中的统计方法进行

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生成试题性能的相关评

价指标，流转回试题创生环节，为改进命题、提高

考试服务专业化水平提供信息反馈。第三，部分

数据通过数字大屏或者仪表盘等形式服务行政

单位和相关部门的实时监控和分析预测。学校、

区/县、市、省、全国 5 级考试评价组织和管理机构

在系统中可以即时、便捷了解到本级相关结果，

改善传统模式下的信息割裂、信息滞后的情况，

为数字化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对防治“唯分数

论”、改进教育管理发挥积极作用。

3.5 三“数”支撑

在智慧考试总体架构中，数据确权、数据安

全和数据标准是确保考试数字化健康、平稳和持

续发展的 3个重要方面。

实现数据确权关系到考试的健康有序发展。

数据已经成为一种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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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产要素并列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是在

数字化时代构建数据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考试数据范围很广，包括与试题试卷相关的数

据、与考生相关的数据以及在考试过程中产生的

伴随数据等多种类型。只有明确这些数据的权

属、责任和权利，才能够更好保障考试战线高效

管理数据、合理利用数据，更好保障考生权益。

保障数据安全有利于考试的安全平稳发展。

考试是对数据安全要求极高的行业，安全在考试

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考试数

字化发展依托的是考试各信息系统的支撑和服

务，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是考试数字化发展的重

要前提。针对不同系统的功能、性质和场景，加

强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或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

能够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切实维护考试信息系

统安全。

规范数据标准有助于考试的持续融合发展。

数字化发展必然要求数据的互通和共享。在教

育考试领域已经有相关机构制定了关于考试数

据存储、管理和共享的标准，提高了考试数据的

规范性和交互性，有利于数据在各个平台、环节

和系统之间高效流转和交换[16]。在考试数字化发

展过程中，研究和制定符合我国教育考试特点的

数据交换标准，特别是针对试题和试卷等的关键

数据制定新标准（China Question and Test Inter⁃
pretability，CQTI），对构建整个智慧考试生态的底

层数据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4 未来展望

随着优质数据的持续积累、工程技术的升级

迭代、算力水平的不断提升，由量变引起质变的

新产品和新应用将不断出现在数据科学领域。

当前，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掀起新一轮技术变革[17]，

也标志着“智慧涌现”的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加

速到来。目前，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迅猛的

态势与行业领域和业务工作相融合，并已经产生

更加智能的教育平台、更加便捷的办公系统以及

更加高效的辅助工具。在不久的将来，通用人工

智能技术将推动社会的全面智能化。从前文的

论述中可以看到，智慧考试强调优质试题、考试

相关数据资源的收集和标准规范的建立，强调应

用需求导向和持续迭代升级，强调技术与业务的

深度融合，其理念和架构与数据科学范式相统

一，与数字化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相适配。在未

来实践中，智慧考试将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基础

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并将从以下

两个方面付诸实施。

第一，基于总体架构进行主体推进，切实保

障理念落地见效。按照体系构建、原型机研究、

系统中试和应用迭代四步走的方案，进行规划和

实施。智慧考试的体系已经初步构建，设计智慧

考试原型机以及后续中试和逐步迭代就成为确

保智慧考试从理念变为现实的关键举措。目前，

结合国内外考试发展趋势，立足中国式教育考试

的基本特点，围绕智慧考试总体架构，在主体推

进方面已经梳理出 6 个主要实践方向，即试题呈

现动态化、试题情景真实化、解题答题实操化、信

息采集无感化、编码评分开放化和考试评价智能

化。同时，稳步推进集试题创生、考试投送、编码

评分、智能评价等核心功能于一体的原型机研

发，初步勾勒出在可见的未来关于智慧考试的总

体样貌，有关这些实践方向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的

相关研究和论证也在积极进行。目前，智慧考试

原型机已经开展了两轮小范围中试，创新题型、

编码评分等创新设计引起相关领域的强烈反响，

得到教师、考生和专家的一致认可。

第二，基于创新技术进行局部突破，着力探

索新模型新应用。人工智能和瀀

。息采集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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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科技引擎，及时跟踪了解、

分析研判新技术的特点和优势，进而寻找切入点

并实现深度融合是智慧考试在实践过程中保持

活力和与时俱进的关键因素。大语言模型作为

当前最为活跃的科技产品之一，正在成为新的创

新驱动力和产业助推剂，其赋能传统行业已经产

生了多种类型的应用助手和定制化产品[18-19]。这

种行业数据、应用场景、大语言模型三者融合的

典型案例正在成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创新模式。

早在大语言模型发展初期，在医学领域已有专家

学者进行了这种模式的探索。研究表明，在大语

言模型中加入高质量的行业数据进行微调，就能

够在诸如试题自动生成这样的应用过程中产生

特定的文件草案，人类只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就可

以得到预期效果[20]。随着大语言模型日渐成熟，

智慧考试可以借鉴利用这种模式，进而开发适用

于教育考试的专用模型或定制化应用，服务于试

题创生和智能评价等关键环节。这将为智慧考

试带来新的活力，也将为教育考试智能化发展提

供新的动力。

历史不断向前，时代不断进步。在科技变革

的浪潮之中，数字化发展是建立数字化时代新优

势的战略选择，是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驱动的现实

需要。智慧考试的本质属性和必然逻辑都决定

了其自身要始终面对供与需的衔接和转换，既作

为供给方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考试提供更多

的支撑和服务，又作为需求方不断吸收和融合更

多创新技术；始终兼顾矛与盾的对立和统一，既

需要通过先进数字技术来提高教育考试的现代

化水平，又需要防范新技术对教育考试带来伦理

及安全方面的影响和破坏；始终平衡历史与未来

的过渡和碰撞，既以自信开放的胸怀充分吸收先

进技术、勇于面对变革挑战，又要以客观谨慎的

态度审视和判断技术创新的风险和隐患。可以

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数字化变革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相互转化。教育考试将持

续面对新技术、新应用的不断冲击，特别是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深远影响。智慧考试

作为教育考试进入数字化新阶段的重要理论和

实践创新，更要把握历史主动性，抓住战略机遇

期，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在服务拔尖创新人才

选拔和助力人才综合评价等方面肩负起教育考

试的历史责任。

5 结束语

智慧考试的初衷是通过考试数字化的发展

推动我国从考试大国迈向考试强国。在国家教

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大背景下，打造智慧考试的

核心目标更是被提升定位在服务智慧教育上。

总体而言，智慧考试将从 3 个层面实现对智慧教

育的全方位服务。第一，汇聚考试资源，包括面

向考试全环节的海量题库、命题素材、无感信息

和考生作答等，对教育而言，这些都是含金量极

高的数据资源；第二，强化考试服务，力求在教学

端服务学生学习和学校教学，在教育端服务教育

评价、服务教育改革；第三，创新考试生态，通过

可及性更好的考试促进教育公平，通过准确性更

高的评价保障教育质量，通过适配性更强的考试

与智慧教育总体架构实现深度嵌套、全面融合。

当然，这仅是基于现阶段数字化的发展情况、基

于当前对数字化的理解和认识，也基于我国教育

考试的自身特点和发展现状形成的智慧考试初

步构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智慧考试将不

断迈入新的阶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 年

来世纪疫情给国家教育考试的举办和考生参考

造成很大困难。然而，危机之中总是孕育先机和

新机，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

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21] 按照党

的二十大作出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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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部署，在广大教育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教育必将在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迎

来一个引领世界潮流、实现古代先贤有教无类和

因材施教千年梦想的数字化发展新时代。作为

教育考试工作者，通过打造智慧考试、服务智慧

教育，必将在我国迈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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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er Assessment for Smarter Education
YU Han

（National Education Examinations Author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Digitalization is an essential step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ducation assessment
system and is key to the further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 assessment qua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digitalization in education and proposes a vision and a roadmap under the smarter
education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a "smarter assessment" system, which reshapes the entire workflow and
redefines the profession from a data flow perspective. Rooted in rich education assessment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relying on cutting-ed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he smarter assessment system provides data-
driven functions and aims to provide all stakeholders with comprehensive services. The smart assessment
system is designed with an overall layout based on the "3133" framework. Its core features include a massive
item bank, adaptive test,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Its driving force is the item creation powerhouse, and the
three core components are the digitalized assessment delivery sub-system, the intelligent coding and rating
sub-system, and the intelligent evaluation sub-system. The emergence of AGI is causing a wave of
comprehensive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in society.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marter
assessment" system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new models,
tools, and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pplications suitable for the new 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smarter assessment; smarter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big data;
system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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