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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阐述了数学类公共课在大班教学模式下落实教考分离政策时遭遇的现实问题，并结合实际给出改进

建议。工科院校的数学类公共课选课人数较多，推进教考分离政策落实某些具体环节时，如多元化评价

机制的建立、过程评价的具体落实、课程质量分析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现实困难和问题。文章针对

这些问题，提出适合实施的解决方案，为教考分离政策顺利展开起到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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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sepa-
rating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in mathematics public courses under the large class teaching 
mode, and provide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based on actual situations. There are a large num-
ber of students choosing mathematics public courses in engineering colleges. Whe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separating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there may be certain prac-
tical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ersified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process evalu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course quality.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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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s suitable solutions for these issues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smooth implementa-
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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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科教育必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本

科教育培养目标上体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标。坚持为党

育人的初心与为国育才的使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根据总目标，学生的培养内容可细

分为社会取向、学术取向和个体取向三个层面[1]，具体而言，如使学生有主动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意

识，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有创新实践能力，具有健全的人格，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等。目前高等

教育模式过于注重学术取向，正逐步加强社会取向，但由于操作层面的困难，欠缺对个人取向的培养。

这些与当前信息时代创新、务实、快速变革的精神脱节，与国家人才培养需求存在着差距。 
改变积弊，除了转变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认识，还需要行之有效的教学和管理制度，让“学生忙起来、

教师强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2]。传统评价机制的“单一性”“合一性”弊端束缚了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阻碍了其他教育教学环节的改革[3]，采用多元评价体系、教考分离，

注重过程考核，让学生参与评价体系，符合注重个性、因材施教的培养方案，但在落实过程中，特别是

数学类公共课大班教学过程中，对管理者和教师都是不小的挑战。落实教考分离制度的基础之一是建立

知识点全覆盖且重点突出的题库，经过多年的积累，多数课程都具备一定量的练习题和试题，但在数量

和质量上距离教考分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此外，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质量分析常常演化成为

教师自我反思，缺乏团队的支持和监督，教学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较难得解决。教考分离模式着眼

于“以教成学、以学成考、以考促教”[4]，可见，教学质量分析应是收集各方反馈，总结宝贵经验，改

进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能力的重要一环，如何打破传统的桎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真正实现高

质量教学、科学化评价、规范化运转的良好教学局面[5]，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命题。 
本文将结合数学类公共基础课大班教学的特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阐述，讨论教考分离制度在落实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方案。 

2. 教考分离落实过程中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高等院校的数学类公共课基本都有着稳定统一的教学方案以及课程评价体系，

但长期积累下来，也存在着一些沉疴痼疾，如评价机制较为单一、习题内容和形式较为陈旧、质量分析

流于形式等，这阻碍了教考分离政策的顺利实施。具体阐述如下： 

2.1. 课堂上进行过程考核的困境 

教考分离改革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改单一评价为多元化评价，不能仅凭期中期末这一两次成绩，就

判定学生是否实现了学习目标。多元化评价不唯知识论，唯能力论，如表达能力、组织能力、逻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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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大多反映在课堂活动当中，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并观察记录。目前数学类公共基础课的过程评价

集中在出勤、课堂表现和作业三部分。其中，除了作业环节可课后进行外，出勤和课堂表现都需在课堂

上完成。对于人数较少的教学班，这两者不成问题。然而，工科院校的数学类公共基础课普遍的问题是，

班型较大，修读人数较多，再加上内容丰富，课时紧，让教师面对上百个学生，一边讲解知识点，一边

留心观察并如实记录每位同学的课堂情况，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就考勤来说，采用传统的点名方

式考察学生出勤情况，不仅会占用较多教学时间，而且也会影响课堂秩序，此外，靠增加提问来记录学

生的课堂表现，样本较少，起不到公平评价的作用，若逐一提问，时间上不允许，遇到不配合的学生，

不仅难以起到效果，可能还会破坏课堂节奏。如何让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将学生的能力表现记录在

案，做出客观而真实的评价，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题库效力不足 

教考分离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行之有效的题库。经过多年耕耘，备课组都积累了丰富的练习

和试题，对于线上教学，也都配套了线上题库。教师可以从题库中选择合适的题目布置课后作业，根据

作业情况来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评价学生平时的学习态度、能力和水平。一般的流程是教师根据作业

对错打分，错误率较高的题目集中讲解，学生自行订正。这存在一定的问题：1) 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

正确率不一定高，做得非常好的同学作业态度不一定端正；2) 集中讲解 + 自行订正方式效率高，但对

于不自觉的同学可能起不到督促作用。因此，如何完善作业发放和评价方式，使得主动、认真学习的同

学获得较高的评价分值，也能一定程度上约束、督促主动性不高的学生，真正实现“教考分离”政策端

正学风、求真务实的意义，是教考分离政策实施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2.3. 课程质量分析流于形式 

实施教考分离政策，除了唤醒学生的自驱力，从教师层面，也有促进反思，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

每门课结课考试后，教师都会做课程分析，分析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产生原因和改进对策，教师

可根据情况回推总结教学方式的优缺点，效果良好的教学方式精益求精，发扬光大，效果不佳的教学方

式认真反思，加以改进。有效的质量分析对于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起着积极的作用。不过，目前的课程分

析由老师独立完成，教研组较少开展统计对比和分析研讨，因此，也较难起到督促改进的作用。 

3. 相应对策 

3.1.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多元化评价，就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和能力特点，综合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和手段，将学生的学术

成绩、学科素养、实践能力、综合素质等多方面素质进行科学评价。学术成绩方面，继续对学生的学科

成绩进行评价，但不以对错作为为唯一标准，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思维方法等。学科素养方面，评价

学生运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学科思维模式等。实践能力方面，评价学生的创新、合作、实践

等方面的能力。综合素质方面，可评价学生的表达、组织、社交、文化素养等方面等能力。 
想让学生能真实反映出这些能力，课堂上丰富活泼的师生、生生互动必不可少。既要活跃课堂，让

学生有积极表现的机会；又要解放教师，让教师有观察评价的时间。对于教师来说，需要精心设计教学

环节，充分利用资源挖掘学生潜力。比如，对于较基础的理论性知识，提醒学生提前预习，并预留预习

作业，让学生课前完成。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探询同学们课上表达的意向，既为课堂提

问做好了名单准备，也了解了可能学习兴趣缺失的学生名单。课堂考勤可在课前发放随机二维码，扫码

签到。课上讲解完主要知识点，可将时间放在指导实践环节上，教师设计类型丰富的师生、生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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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问、小组讨论、小组内互相评价等，教师根据学生的提交和反馈情况打分和点评，相较教师直接讲

解，这样的方式更有针对性。 

3.2. 完善作业评价体系 

作业是大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评价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作业设

置应本着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设符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要求的标准型题库，明确考核

标准和得分规则，易于教师操作和评价，也有利于学生进行反思和自我改进。作业形式应多样化，结合

课程实际，可设置但不限于书面作业、实验报告、演讲展示等多种类型。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

教师可给予学生足够的参考材料和指导。作业评价应具有效用性，开展作业情况监控，随时了解学生的

学习状况，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确保学生能够按照标准完成作业，同时也为后续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可以充分利用线上学习平台的作业功能，如设置及格线，开启可多次重做模

式，让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地自主练习。选择题可设置重做时题目、选项乱序，简答题等需要拍照上传的

题目可采用生生互评 + 教师抽检的方式，使学生在了解评分标准和评分要点的同时，也能看到和同学之

间的差距，自我反省和督促。 

3.3. 完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每门课程的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都是开展学情分析、改进教学质量的重要数据。应注重平时成绩和

考试成绩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来评判成绩是否真实可靠，试卷结构是否合理，命题是否符合大纲要求。

通过成绩分布曲线，督促教师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为了实现教考分离政策的“教师强起来”

的目标和要求，除了教师本人外，教研组和学院应参与到课程分析工作中，从教务系统中读取各班各学

生学习本门课程前的其他相关课程成绩、本门课程的成绩等，数据处理并可视化，分析对比各班的教学

情况，并可为各学院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波动提供依据。 

4. 结论 

本文围绕“教考分离”政策的实施细节展开论述，讨论了课堂上开展多元化评价的问题所在，传统

的作业评分方式的不足，以及课程质量分析无法起到作用的原因等三类问题，针对各类问题均给出了解

决方案和操作方式。“教考分离”政策的顺利展开，需要各方群策群力，积极应对，才能真正实现教学

相长的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教学部门关于‘教考分离’管理规范的研究”(No. 
r202321005)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王丰.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我国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思考[J]. 纺织服装教育, 2022, 37(6): 501-504. 

[2] 曹晓菲, 王小才, 余柏林. 数学类课程实施教考分离模式的必要性[J]. 教育教学论坛, 2021(43): 136-139. 

[3] 张雪艳, 马立立. 高校“教考分离”多元化评价机制的构建[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125-128. 

[4] 刘绍庆, 王雪梅. 高等教学高等数学教考分离教学模式的实践和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45): 234-235. 

[5] 高运明, 茅洪祥, 金焱. 专业(基础)课教考分离的实践与思考[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 
63-66.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3155

	数学类公共课落实教考分离政策的探索和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Separation of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in Mathematics Public Cours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教考分离落实过程中的问题
	2.1. 课堂上进行过程考核的困境
	2.2. 题库效力不足
	2.3. 课程质量分析流于形式

	3. 相应对策
	3.1.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3.2. 完善作业评价体系
	3.3. 完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4.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