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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概述 01Overview of the examination



   测度

一、考试概述

（一）考试

资源主体 客体
(素质水平)

   评价

   甄别 社会活动



一、考试概述

（二）类型

安置性考试（前测）

分流

分班

分组



一、考试概述

（二）类型

诊断性考试

不作为学生成绩依据

发现问题 改进教学

供教师教学参考



一、考试概述

（二）类型

成就性考试
课程

综合
阶段性

合格性考试（毕业考试）



一、考试概述

（三）方式

• 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记忆、理解、分析和简单应用
• 题型多、覆盖面大、客观题占比大
• 题型：填空、选择、判断、名词解释、简答、计算、论述、案例分析等

1.  闭卷（笔试）

• 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综合应用、学习能力和查资能力

2.  开卷（笔试）

• 面试；有深度、欠客观

3.  口试（答辩）



一、考试概述

（三）方式

• 书面表达（查阅、计算、绘图、制作能力）
• 或实物作品（说明）
• 为保证其真实性应与口试结合

4.  成果考试（设计、论文、报告、制品）

• 考查学生技能，对主试要求高

5.  操作考试

• 用于学生职业素质考核

6.  观察考核



一、考试概述

（三）方式

• 命题标准化、答案标准化、施测标准化、评分标准化、计分标准化、分数
解释标准化。

• 量尺标准、程序科学、误差可控、信效度高；淡化人为因素、客观、自成
系统

7.  标准化考试

8.  无纸化考试（发展趋势之一）



一、考试概述

（四）考试方式设计

1.  基础学科

闭卷考试     
≥60%总成绩

口试、操作     
40%

2.  专业课

开卷笔试          
60%

闭卷考试     
40%

3.  语言类

笔试、口试相结合



命题与制卷 02Propositions and making volumes



二、命题与制卷

（一）原则

（二）计划（双向细目表）
                 认识层次
知识内容

按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或按题型
认知领域：记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 合    计

章节
知识
内容

合    计 100

方向性 客观性 有效性 适度性 规范性 确定性 可行性

是教师的基本技能之一



二、命题与制卷

（三）质量要素

1.  试题编写
• 科学性
• 依据课程教学大纲或考试大纲
• 在双向细目表中体现

2.  难度控制

3.  误差控制

•主观题的误差控制是关键，要防止测验冒犯或不公平惩罚



二、命题与制卷

（三）质量要素

4.  题型

主观题

客观题

建构性反应试题

选择性反应试题



二、命题与制卷

（三）质量标准

5.  题量

•学生用时： 教师用时  = （2~2.5）：1

6.  优化试卷

•信度：试题覆盖面要大，题量不能太少，选择项多的选择题
•效度：先易后难，不同试题内容不能互相牵连
•难度、区分度：同质选择项越多试题越难



二、命题与制卷

（三）质量要素

7.  编卷

• 双向
细目
表

• 题号 • 组卷 • 审校 • 成卷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测后分析 03Examination paper analysis



三、测后分析

（一）试卷分析：基本环节  常规工作

• 整体性分析：成绩分布特征，因素分析
• 科学性分析：试题内容、语言表述、插图规范、答题要求
• 一致性分析：重点与覆盖面、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践

1.  定性分析

• 总分均值，标准差

2.  定量分析



三、测后分析

• 试卷的知识、能力要素结构是否合理
• 知识、能力分数、权重分配是否合理
• 题型结构是否合理
• 内容是否具有代表性（样本）
• 试卷长度和测试时限是否控制良好
• 难度
• 区分度
• 考试结果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信度）、可靠（效度）

3.  要素分析

4. 改进建议



三、测后分析

（二）考试质量评价

• 多次测量的一次性
• 考试实得分数与学生真实水平是否吻合，可信
• 信度系数0~1，≥0.9
• 稳定性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
• 效度高则信度高，反之则不然
• 考试异常重要时才计算信度

1. 信度



三、测后分析

（二）考试质量评价

• 在一次测验中测量到它所要测量的东西的程度。
• 内容相关效度，效度系数0~1，0.4~0.7
• 为保证考试分数推断的精确性，多种效度共同使用
• 内容相关效度（代表程度），效标关联效度，结构相关效度

2. 效度（最重要的指标）



三、测后分析

3. 难度

占70% 难易题各占15% 特难特易占10%

（0.3~0.7） （0.2~0.3）（0.7~0.8） （0~0.1）（0.9~1）



三、测后分析

0.3~
0.39 ≥0.4 0.2~

0.29 ≤0.19
    良好     非常好   勉强合

格     差

• 对一道试题，水平高能力强的学生得分高，反之得分低
• D=PH – PL；  PH：高分组答对率PL ：低分组答对率，各取27% 

4.  区分度



三、测后分析
（三）成绩分析

  绝对测量标准参照评价 

• 对内容（样本）掌握的程度（及格线≥60%）

  相对测量常模参照评价

• 个体在群体中所处位置，分数需转换



三、测后分析

• 频数分布（图或表）
• 频数：同一分数段中分数个数，如80~89分数段中3个
• 分布：全体考生分数落在各分数段的情况

1.考试分数分布

集中量数

• 众数（频次最多的分数）
• 中位数（居中分数）
• 平均数

差异量数

• 全距（最高最低分之差）
• 四分距（把排序后的分数按个数四等分，

第三个分点与第一个分点分数差的一半）
• 标准差



三、测后分析

•2. 



• 按课程类型制定相应的考试大纲，向学生公布

“标准参照性”考试

三、测后分析

选择性反应
• 从提供的答案

中选答案
• 设计难   评分

易

建构性反应
• 学生独立解决

问题           设
计易   评分难



三、测后分析

  指导语忌语言晦
涩难懂

 忌模棱两可的陈
述： 红花布袋、
父在母先亡

忌无意中给出线索

忌使用复杂句型

• 可在更大范围内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一）选择-反应测验题



可大题量，可猜测（50%）1.判断题（判对
错）

• 语言要严密
• 每个陈述只考查一个概念：曾国藩是湖南人
• 少用否定陈述：曾国藩不是湖南人
• 答案“正确”或“错误”题数大致相等，长度大体相当

三、测后分析



     题干     包含正确答案的备选答案4-5个选项2.多项选择题：

            问句形式   不完整陈述句形式    1个正确答案   其余为干扰项
  如：曾国藩是哪个朝代的人？  1.元朝；2.清朝；3.明朝；4.南北朝

题干

由一个独立问题组
成
不要使用否定句
备选项的长度大致
相等 
随机安排正确选项
的位置          

三、测后分析



    两列单词或短语、将两列相关信息对应起来3.匹配题：

   前提            反应
（上限为10，后者数量应大于或等于前者数量）

Ø 各列的同质性（重要属性）

Ø 较短的单词或短语放在右边

Ø 反应应比前提多

Ø 有逻辑地安排反应的顺序

Ø 说明匹配要求及每个反应可使用的次数

三、测后分析



三、测后分析

指导语：左边的A列为战争名，右边的B列为美国总统。请从B列中选出每一次战争
结束时的美国总统，将相应的序号填在A列合适的括号中。注意B列中的每个名字最
多使用一次。

A 列 B列
（） 1.第一次世界大战 A  布什
（） 2.第二次世界大战 B  克林顿
（） 3.朝鲜战争 C  艾森豪威尔 
（） 4.越南战争 D  约翰逊
（） 5.海湾战争 E  尼克松

F  罗斯福
G  杜鲁门
H  威尔逊



为一个直接的问题或一个不完整的陈述回答或补充一个单词、一
个短语或一个句子。若加长反应即为主观题、否则就为客观题。

1.  简答题（填空题）

• 考查知识掌握情况
• 学生需要自己产生一个正确答案
• 反应越长越难准确评分

（二）建构性反性测试

三、测后分析



01

03

02

04

反应的简洁性

不要多于两个空格

留出空白

空格长度相等

试题为问句或不完整陈述

三、测后分析



一种特殊形式的写作题（一段或几段文字）2.主观题
• 考查学生综合、分析、评价能力，层次高
• 对学生的反应进行稳定而可靠的评分难

Ø 限制性反应题：例如，要求学生从三个方面描述，每种描述不超过100个字
Ø 扩展性反应题：按照首先、其次、再次、最后的要求描述

主观题评分：
Ø （1）整体评分法或分项评分法，通常先作整体评分然后对低分者分项评分
Ø （2）制订一个评分要点
Ø （3）对写作技能的重要性作出决定
Ø （4）同一题目评完后再评下一个题目
Ø （5）尽量匿名评价

三、测后分析



三、测后分析

• 学生行为—任务    针对重要技能
• 类推的准确性

表现性评价

• 人个作品的系统收集：摄影、绘画、记者、模特、建筑师
• 缺点：耗时
• 优点：注重学生自我评价

档案袋评价



考试改进 04Examination evaluation



“教学决定考试，考试促进教学”，“以考促教、以考促学”。问题：

四、考试改进

.
• 划考试范围，做模拟题（真题），考试目的（满足公众问责，满足学生学

习改善）不清

.
• 考试信息反馈机制缺失（在高校尤其明显）

.
• 考试评价维度单一：
• 重知识记忆、轻分析推理、综合运用

.
• 考试命题质量有待提高



四、考试改进

• 如何避免学生抄袭
• 随意降低教学要求(降低考题难度）
• 迎合学生，使考试缺乏严肃性

考试改进须注意

• 可以从更高层次考查表达能力，评价过程更为公正，有共同的标准比较学生
的水平，可更为有效地检查教师的教学质量和课程质量。

笔试

• 更关注学生较长时间内的学习进展，督促学生重视长期学习不断温习已经学
过的内容，督促学生将分散的课堂教学融会贯通，发展其归纳概括能力。

终结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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