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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教学管理工作如何提高工作质量的途径：提高命题的质量是提高整个考试质量的关键；加 

强考试组织管理工作是提高整个考试质量的保障；建立和完善试题库是促进考试工作科学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建立考试工作 

质量评价系统是提高考试质量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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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mangement sys~m of examination to promote teaching quality 

LIANG De-quan 

(Dean’s Offi~，Chongqing Jiantong Univemi~，Clxmgqing 400074，CKm) 

Ab~ract：In tllis paper。it introduces the ways fmm f0Llr~pects to improve the qna li~ of teaching afffirS management：to improve 

the qnali~ of titl~ is the key t0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hole examinatbn；t0 enhance the teSt managel"nent work is the pmtectlon t0 im— 

prove the qualiw of whole examinat~n；to build and complete the examination qu~tion bank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to improve the work 

of examination~enically and stander；t0 build the ev~uation system for examination qualiw is the nec s∞  condition to improve the eg— 

amina 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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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校考试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考试 是高校学生学业 成绩 考核的主要形式 。作 

为高校教学 活动的重要一环 ，其 主要 目的有二 ：一是 

检查教学计划执 行 情况 和教 学 目标 达 到 的程 度 ；二 

是获取教 学信息 ，发现教风 、学风及教学管理 中存在 

的问题 。长期 以来 ，由于各种原 因 ，一些高校很难将 

考试 与教 学管理融 为 一体 ，由此产 生 的问题 主要反 

映在 三 方 面 ： 

一 方面 ，教学管理人员 重视考试过程管理 ，制定 

了诸 多规章 制度 ；另一方 面 ，他们却并 未深究这些 考 

试结果 的可靠 性 、有效性 。 

一 方 面 ，强调学 生及格率 、平 均分 ；另一方面 ，却 

很少研究 学生成绩反 映出的真实性 。 

一 方 面 ，要 求教 师认 真命 题 、客观 阅卷 ；另 一方 

面 ，却很 少检 查实际操作 中存 在的问题等等 。 

在考试方 面 的教学 管理 由于没 有落在 实处 ，因 

而很难 真正提 高教 学质量 。在 2001年 进行 的教 育 

部本科教学工作 随机性 水平 评估 中 ，评估 专 家 已把 

学生考试质量纳入 评估 范畴 ，并 作 为其重 要 指标体 

系 内容之一 ，这不得 不让人 们 在重视 考 试过 程管 理 

的同时重视对考试评 价。 

二、提高命题的质量是提高整个考试质量的关键 

命 题是考试工作 的核心环节 。整个 考试工作应 

以命 题为 中心分作前后两个部分 ：第一 、确定考试 目 

标 、考 试 内容 和 考试 方法 ，编 制考 试 计 划 ；第 二 、印 

题 、考试 、评卷和成绩 的分析 与处 理 。前一部分所完 

成的只是关于考试 的设 想和 计划 ，它只 有经 过命 题 

才能转化 为可 以实 际执行 的东 西 ；后一 部分 工作 是 

以命题 的结果 为依 据来实施考试 、阅卷和成绩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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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设计得 再合 理 ，计 划编制得再完善 ，如果命题 工 

作没做好 ，也不会 产生好 的考试结果 ；考试 过程再严 

密 ，考试成绩处 理得 再科 学 ，如果 试卷 编制 得不好 ， 

也不可 能很 好地 实现 考试 目标 。所 以 ，提 高考试 工 

作质 量必须首先提 高命 题质量 。 

不论何种题 型 ，一道好试题 ，除 了题 目本身 的科 

学 、合 理外 ，还应该 同时符合这样 的要求 ： 

第一 ，按照教学大 纲要求 ，不 出超纲题 、偏题 、怪 

题 和 没 有 考 查 意 义 的题 目。 

第 二 ，试题 的形式 要灵活 ，它要求 问题 的提 出要 

有创新感 ，问题 的含意需明确 ，多角度提 出问题 。 

第 三 ，试题 的正确 答案是有定论 的 ，而不 能模棱 

两 可 。 

第 四 ，有适 当的难度和较 高的区分度 。 

此外 ，一份好试 卷 ，不论 它 由何种 题型所 构成 ， 

除 了每一试 题都科 学 、合 理外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 

第 一 ，试 卷 中试题 以课程 教学 大纲作 为基本依 

据 ，试题应能体 现教学大纲 的基本要求 。 

第 二 ，覆盖 面与侧重点相结合 ，既要覆盖课 程的 

基 本 内 容 ，又 要 着 重 测 验 课 程 的 重 点 内 容 ，做 到 

“点”、“面”结 合 ，以保 证考试具有较高 的内容效度 。 

第三 ，试 卷 中试 题不应 当是 课程 教学 内容的简 

单重复 ，而应该是在原来基础 上的提高 。为此 ，试卷 

中只需要 机械记忆和简单模仿便 能作答 的题 目应尽 

量减少 ，大量 的试 题应 该 是 需 要学 生 经 过分 析 、综 

合 、归纳才能作答 的 。 

第 四 ，试卷 中试题 量不宜过大 。 

第 五 ，试题 独 立性 与试卷 整体 性相结 合 。在 一 

个题 目中考过 的 内容 其它 题 目不应 重复 ，题 目之 问 

不可互 相暗示 ，保 持题 目的独立 性 。同时还应 照顾 

试卷 的整体 性 ，考 题 间要有 分值 大小 、难 易程 度 、费 

时 多 少 的 合 理 搭 配 。 

第 六 。立 足考试对象 的知识基础 ，正确把握试题 

的难 易度 比例 ，掌 握好 合格 的标 准线 。教育部 原总 

督 学柳斌 同志曾说 过 ：“素质教育 的第一要义是面 向 

全体学生 。”[1 我们推行素 质教育 就不 能不正确把握 

试题 的难 易度 ，大 面积 高分 或 大面积 低分不 仅会 影 

响考试可信 度 ，而且会 诱使 考生 产生 某些本 可避 免 

的心理问题 。所谓考题 必须面对全体考生是指面对 

考试对象 知识基础 的实际 ，从 一个水 平提 升到另 一 

个 更高水平要 有一个 过渡期 ，要有一个相对应 的 、适 

合考试过 渡的“面”，力 求使成 绩合 格 的都 能达到合 

格 的标 准线 。一份科学合 理的试 卷在试 题量及其难 

易 的程度 上应呈正态分 布。容易题 目、较容易题 目、 

中 等 题 目 、较 难 题 目 、很 难 题 目 各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5 、15 、60％ 、15 、5 。 

三、加强考试组织管理工作是提高整个考试质 

量的保障 

考 试 组 织 管 理 工 作 方 面应 主 要 抓 住 三 个 阶段 性 

工作 ：考前 阶段 、考试阶段 、考后阶段 。 

考前 阶段很抓命题工作 ，在“质”上大做 文章 ，严 

格按照 “一道好试题 ”、“一份好 试卷 ”的标 准验 收课 

程试题库 。同时对 试卷 的 印制工 作 、试卷 的运送 和 

保管 工作等建立相应 的规 章制度 。该阶段工作质量 

强调 的是 ：保密性 。 

考 试 阶 段 很 抓 监 考 人 员 的 选 聘 和 培 训 工 作 ，学 

校抓考场纪律 ，院 (系)抓考试 动员 和考 试规 章制 度 

的学 习。该 阶段工作 质量 强调 的是 ：考 场 编排 的准 

确 性 和考 场 纪 律 的严 明性 。 

考后阶段 的主要工作是试卷 评阅的组织和考试 

成绩 的统计 、分析 与处 理。对 于教 师的 阅卷水 平 和 

课 程考试质量 ，每期都要进行试卷抽 检 ，并将结 果在 

全 院公 布。该 阶段工作 质量 强调 的是 ：试卷评 阅的 

客观 、公正性 和成绩分析 、处理 的科学性 。 

加强考试组织管理做好三个 阶段性 工作必须建立 

相应 的考试管理机构 ；建立一支素质高 、精通业务 的考 

试工作队伍 ；建立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因此 ，一所重 

视教学质量的高校应成立主管教学质量科和考试 管理 

与研究机构 ，既对考试的组织 和试卷抽检全面负责 ，又 

根据所存在的问题不断深 入研究 ，以推动教学管理与 

科研不断发展 ，达到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 目的。 

四、建立和完善试题库是促进考试工作向科学 

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高校在建设试题 库方 面应 遵循七条基本原则 ： 

一 是在题质 上难 易适 度的原则 。每一个试题 都 

应该有合适 的难 度 和较高 的 区分度 ；试题 的各项 参 

数要准确 ，用语 要准确 ，并备有答 案和评 分规定 。 

二 是在 题量 上 要有 一 定 程度 的覆 盖 率 面 的原 

则 。所储试题 的总 目能够覆 盖教学大纲要求掌握 的 

这 门课程 的全部 内容 ，有 多角 度考查 的 内容 和从 不 

同角 度考查 的试题 。 

三是在形式上 的规范原则 。每套试题应专 门设 

制一张试题卡片 。 

四是 在管理 上要遵 循便 于统 计 、检验 和质量 分 

析的原则 。试卷 的成绩 要便 于进行 统计 、检验 和质 

量的分析 与评价 。 

五是应备有若 干份标准样卷 ，一般在 8～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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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宜 。 

六 是 要 具 备 教 学 大 纲 、教 材 等 考 试 命 题 材 料 和 

题库组建使用 的详 细材料 。 

七是与 时俱 进 的原则 。题库在使用过程 中要根 

据使用 的实 际情 况 、学科 的发展 、考核对象变化等不 

断地补充 、修改和更新 。 

五、建立考试工作质量评价及信息反馈 系统是 

提高考试质量的可操作性保证 

高校在建 立考试工作评价及信息反馈 系统方面 

应做好 以下 工作 。 

第 一 ，从考试设计 、考试组织 管理 、命题 、题库建 

设 、考 试质量 、学生成绩分析六个方面建立评估指标 

体 系(见 附表 )。 

第 二 ，根据评 估 的结果 学 院每 学期 召开专题工 

作会 ，表扬优 秀的先进个人和单位 ，帮助工作 不足的 

单位 或个人 找 出问题 ，要求单位或个人 限期整改 。 

考试作为高校 教学 管理工作 的重要 内容之一是 

一 项 系统 工程 ，考 试工 作质 量 的全 面提高需 要高校 

各教 学单位和全体教师 的精 心协作和紧密配合 。随 

着 高校 考试评估 体 系的不 断完善 和认 真组织 落实 ， 

考 试质量将会得 到不断提高 。 

评价项 目 评价 内容 评价方式 

①考试 目标 、内容和 考试 

考釜蓑计葛 和类型的选蠹 喜 
一" 择 评估指标体系测评 

③命题计划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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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 的拉 (压 )实验 ，注 意学生学习程 度的搭配 ，指定 

组长负责 。每个 人根 据 自己的特长 ，承 担实验 中的 

一 部分工 作 ，而完成 实验 报 告 时 ，要 求发 挥 团队精 

神 、共 同合作 、写 出精 品 。而对 于 电测 实验 ，则是一 

人一组 ，独立完 成 。材 料力 学实 验报 告成绩 按一定 

比例计入期 末 总成绩 。为加 强实 践性教 学环 节 ，对 

不参加 实验 的学生 ，平 时成 绩 以零分记 并取 消其期 

末 考试资格 。通过 实践 ，我们深切感 到 ：积极引导学 

生通 过实验观察 、思考和发现 问题 ，既活跃 了学生的 

学术气氛 ，开阔 了学生 的视 野 ，又使学生 的潜在 能力 

得到充分的发挥 ，激 发 出学 生更大 的创造 能力 和创 

新精神 ，有 效地提 高 了学生 独立解 决实 际问题 的能 

力 。许 多学 生对叠梁 的应力分析写 出了质量较 高的 

实验报告 ，这也 是以前从 未有过的。 

三、结语 

实验教 学改 革 ，只有摆 脱 旧的教学 思想和 教学 

观念 的束缚 ，才有可 能获 得实 质性 的突破 ，否则 ，改 

革 就会成为修修补 补的代 名词 。建立新的实验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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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是新世 纪材料 力学 实验教 学改 革 的一项 基础 

性工作 。我们虽迈 出了重要 的第 一步 ，接 下 去还要 

把初步形成 的实验 教学体 系加 以改 进 、完善 。应 该 

指出 ，材料力学实验作为工程力 学课程 的组成部分 ， 

其改革必须 同理论 教学 的改 革 配合 进行 ，这样 才 能 

使材料力学实验 改革 深入 进行 下去 ，并 取得 很好 的 

效果。就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言 ，我们认为 ：同理 

论 教学相 比，实 验教 学 的作 用 也十分 重 要。材料 力 

学实验应 该 是 工程 力学 课 程 中创 新 教 育 的重 要 环 

节 ，应该 为学生提 供获 取知识 、收集 处理 信 息 、进行 

创新性研究 的空 间与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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