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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建筑娄人才的培养亟需建筑娄高校学业成绩考试的 革，为此分析、研究日前建筑娄高校学生成绩考试的现 

状．井进行IfIl应竹改革，势枉必行 文章提jb一些合理的 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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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对高等建筑教育培养的人才提出了 

新的要求，即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特定的专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还应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造精神，能够面对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需求的 

新型人才。而建筑类高校的学业成绩考试制度，在 

新型人才培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改革也势 

在必行。改革并不是要取消考试，而是如何使学业 

考试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功 

能，为此分析、研究目前建筑类高校学业成绩考试的 

现状，找出着手改革的切人点，是本文的要旨 
一

、考试的功能殛其存在的价值 

考试具有激励、反馈 ，导向、评价和鉴定功能。 

考前可 促进学生努力巩固所学的知识 ，鼓励学生 

积极进取；考试结果可 激励先进，刺激后进，有助 

于受教育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校内的学业成绩考试 

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某一 阶段对知识掌握的程度， 

及时发现不足，从而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进度与 

汁划，评价教学质量．有助于鉴定、选拔台格人才。 

考试内容与形式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发 

挥着导向作用 

考试功能运用良好、口r以极大地促进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陕人才培养速度 『 此．“考试制 

度”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对人类的发展，国家的建 

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建筑类高校在新时代面临的任务是培养创新性的新 

型人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考试“考什么”，“怎 

么考”的问题。这就是必须从建筑类高校学业考试 

的现状进一步分析。 

二、目前建筑类高校学业成绩考试的现状 

1．从考试内容看，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十分 

普遍。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同于能力， 

知识只有通过内化，才能转化为能力。在教学过程 

中，我们不仅要重视传授知识，更要重视培养能力。 

尤其是在考试内容的选择上，要把能力培养放在首 

位。在对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2000～2001学年度第 
一 学期最具代表性的 10门课程试卷分析中发现，客 

观题占整个题量一半 上的就有 9门，其中有一门 

试卷的客观题竞高达80％ ·般来讲，客观题的答 

案标准统一、简捷明了，重要考查学生“会与不会”和 

知与不知”，而无法考查“通与不通”和“能与不能“， 

不能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分析 即使是主观题，教师 

在评卷时的主要依据也是书本和教授的内容，学生 

发挥的余地也不大，所以这种考试结果L】能使学生 

重书本知识，轻能力培养 由于考试的导向功能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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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教师只重现成知识的传授，学生则成了装现成 

知识的口袋。这种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与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原则相去甚远。 

2 从考试形式看，有“三单一”“一绝对”现象。 

①考试方法单一。无论是考试课、考查课或选修课， 

教师采用最多的是闭卷笔试，其他形式一般很少用。 

其实 ，高校的课程多、内容深，要求学生把每门课的 

所有内容都记住是不可能的，这就迫使学生一方面 

努力强化，一方而猜摸教师意图，有的设法套取考试 

内容，尽量缩小考前准备范围，把主要精力放在记忆 

上以应付考试 单一的闭卷考试，阻碍了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③题型单一。各种考试大都采用了填 

空，选择、判断、名词解释、问答、计算等题型，这类题 

型其共·性均属知识再现型。这种题型使得各课程的 

学科特点在考试中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③问题 

形式单一。许多问题只要求学生回答“是什么”，不 

涉及“为什么” 这种形式只起到让学生再现已学知 

识的作用。因而，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常采用机械 

地模仿、背诵的学习模式。这种考试的导向，束缚了 

学生探索知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④考试成绩的绝 

对化。目前高校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按成绩好坏 

“评定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只要成 

绩好，其他条件都是次要的。更主要是学生的升、留 

降级和退学，完全是由考试成绩决定。“分数”真正 

成了学生的“命根”。 

三、建设类高校学业成绩考试改革的切入点 

I更新考试观念。虽然大家都认为素质教育、 

创新教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在教学过程中， 

仍旧是重知识 ，重记忆，轻思维、轻创造。在考试过 

程中，仍然把考盔学生记忆知识的总量作为目的，并 

以此作为衡量学生水平的主要依据。所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是考试改革的先导。首先必须在教师 

，t2,中彻底消除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树立新 的全面 

发展的人才观 刘学业考试评价标准应当恰当地定 

位。考试的功能就是对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的综 

合评估．是反馈教学信息、激励学生学习积极性，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手段。绝不能以考题有多么 

艰深．难倒多少学生为目的，而应以大学的培养目标 

是否达到为标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发展具 

备两大特点：首先是知识总量的无限扩大，其次是知 

识更新周期缩短：所以一个人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 

立足，不单单取决 j=他所掌握知识的存量，更在于他 

对知识的创造性使用。学业考试作为评价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的重要手段，就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创 

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评价。 

2．改革考试内容。①应重视与实践相结合的 

考试。建筑类高校的学业考试专业性强，考试内容 

不能停留在将知识原封不动地再现出来。尤其是学 

年制的学校，往往学生升、留降级的依据主要是期末 

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只占20％，而课程设计和实践 

性教学环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我院的情况看， 

有些课程在两学期内完成，第一学期完成理论教学， 

第二学期才进行本学科的课程设计。可是每个学期 

都要做学籍处理，往往课程设计成绩还未出来，学籍 

异动已经完毕。这样很有可能造成设计、应用能力 

强，而理论考试成绩偏低的学生留了级。实践性考 

试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评价学 

生合格与不合格，能否升级，不能只看本学科的理论 

考试成绩，还应与运用本课程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综合起来考虑。②应增加创新内容的考试。知 

识经济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人才应具有的核 

心素质也是创新素质。当前和今后的国际竞争主要 

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我国要在知识经济时代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将人才创新素质的培养作为主 

要议题。考试对教学具有导向功能，因此设法增加 

体现刨颓能力的考试内容，必然对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就我院的情况看，主要培 

养的是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建筑工程技术人才，用人 

单位来校挑选学生时(设计部门除外)，常常把学生 

的综合能力放在第一位，而对考试成绩的要求并不 

很高。可见社会已经认识到+成绩好的学生能力不 

见得强．能力强的学生成绩不见得优秀。所以在考 

试中设法增加考查学生创新能力的内容，鼓励学生 

创造性地回答问题，是必要的。 

3．改革考试形式。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全方 

位、多层次的，过于单一的考试形式不适应社会需 

要。改革考试形式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丰富考试形 

式 如增加开卷、口试、讨论、答辩、科技论文写作、 

实验操作等考试形式。其二，考题类型多样化。应 

增加灵活、多解的试题．考查学生从多个角度用不同 

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主观题的比例，使 

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不断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其三，成绩的评定。对于采用试题库试卷进 

行的科目，要增大平时成绩所占的比例。传统的“百 

分制”把学生的成绩分的太细，容易抑制学生的积极 

陛，应尽量减少百分制的使用范围，增加等级制的使 

用比例 对于重新考试取得更好成绩者以最好成绩 

登记，或采用完全学分制，增大学生选择范围，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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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口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董事尔，赵渝林，明承林，李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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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 要]根据 1998年 】0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枝本科专业目录》 在“强基础 宽口径 多 向”和“大土术、大工程”的 

思想指导下，奉支从综台素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几个方面，介绍 r西南石油学院研制《土术_】l程专业(四年制本科 )学分制指导 

性教学计划》的具体过程与人才培养方案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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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10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将原土建类的 8个专业即建筑工程专 

业、交通土建工程专业 、城镇建设专业(部分)、矿山 

建设专业、工业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专 

业、饭店工程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 
— — 土木工程专业。这种调整不是简单的专业数量 

减少，而是对我国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重 

大改革。土木工程专业的业务培养要求 ．主干学科、 

主要课程与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等，与原来的各专 

业相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教学模式已经 

不适合大土木的教学要求。我们根据新的专业目录 

对土木工程专业的要求，结合教学计划的制定，对我 

院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 

究 

学生多学、广学、深学。以利于创新人才的脱颖而 

出。其四，考试时间的安排。高校一般将考试集中 

在期末．这样在短时间内集中安排多门课程的考试， 

对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过太，限制了学生创造性思 

维的发挥。因此，应根据学科特点．可分段进行单元 

考试，再把单元考试成绩加起来作为总成绩，或者结 

束一门考一门，这样可以减轻考试压力．对学生的身 

心健康更为有益。其五．考试管理的改革。在制度 

上要取消“一考定终身”的做法。采用“固定标准”， 

增加考试机会．取消补考，建立重修、重考制度。学 

满意，均可申请重修。使学生更注重学习质量，鼓励 

学生对学习精益求精，增强自信心和就业竞争力。 

综上所述，为使建筑类高校学业成绩考试制度 

与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需求相适应，必须进行考试 

观念，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才能 

使考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向社会输送既有 

扎实的理论基础、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特定的专业技 

能，又有实践知识经历和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 为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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