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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高等数学课程特点出发，分析传统考核模式的弊端，肯定课程考核模式改革的必要性，通过数据

分析学生学习特点，指出教学过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探索并实践全过程多元化考核模式，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本文对于数学类课程改革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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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rawbacks of traditional assessment methods, affirms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ourse as-
sessment mode, explores and implements a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ode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enhances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cours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5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59
https://www.hanspub.org/


孙瑶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059 379 教育进展 
 

Keywords 
Advanced Mathematics, Educational Reform, Assessment Mode, Whole Process, Diversific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高等数学是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重要的通识类数学基础课，是学生学习后续知识的基础，高等数学

课程教学效果的优劣对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高等

教育步入大众化教育时代。教育部、国务院等机构多次强调高等教育要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增强人

才发展的驱动力，提升人才基础学科的培养质量。而众所周知，考核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反映课程教

学效果的最直接的方法，是教与学的指挥棒。因此 2020 年，我院在院领导的指导下，根据高等数学课程

的特点，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积极探讨考核模式的改革，以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 

2. 考核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1]，方案中明确指出“坚持

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

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而高等数学是学生在大学期间所学知识的基础，因此高等数学课

程的考核模式尤为重要。 
传统高等数学考核成绩比例是平时成绩占 15%，期末成绩占 85%。传统考核模式忽视了学生的学习

过程，“一考定终身”[2]。随着步入信息化时代，传统的高等数学课程考核模式日益表现出诸多弊端。 

2.1. 不利于良好学风的养成 

学生忽视平时学习，期末考前突击，有些概念没有理解其含义，只是短时间内死记硬背，知识的积

累并没有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考完试也就忘记了。如果仅靠考前突击刷题来达到知识的掌握，学

生对知识掌握只是停留在表面，谈不上深入理解，更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养，不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2.2. 传统考核内容受限 

考核次数少，并且每次考试时间有限，这使考核试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高等数学每一

学期基本上是 80 左右学时，覆盖的知识点比较多，考试时间只有 2 个小时，可考察的知识点的范围有很

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传统考核模式主要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很少考查学生的能力。用来考查

学生能力，尤其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题目[3]，都会多多少少涉及实际背景，需要学生经过

反复的思考和探索，这在考场上的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因此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考核内容都受到很

大的约束。 

2.3. 传统平时考核形式单一，评价标准常常受任课教师主观性的影响 

在传统的考核中，平时考核成绩的评定主要依据考勤和学生上交作业次数，即便是有时教师能给出

作业质量等级的评价结果，但由于高等数学作业次数多，作业情况靠人工纪录，所以最终统计、精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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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每一位学生的平时成绩比较困难，而且作业质量等级评价多数受任课教师主观评价的影响。 

2.4. 传统考核结果反馈推进教学调整有限，精准性差 

尽管在传统考核中，平时作业情况能反映出学生最初掌握的情况，但是经过时间的推移，学生在这

一章结束、学期中间对该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的情况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变化之后的情况，教师就不能

做到精准的了解，因此传统考核模式做不到及时有效地反馈教学效果，持续精准地展示出学生学习的真

实情况。 
总之，面对高等数学课程传统考核模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对考核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创新

势在必行[4]。 

3. 全过程多元化考核方案 

考核是检验教学情况的关键，不仅要考察学生学习的效果，也要重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过程。我校

高等数学课程于 2021 年开始实行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全过程多元化的课程学业

考核方案，这种全过程多元化考核模式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闭环，具体见图 1。 
 

 
Figure 1. The overall concept of a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odel 
图 1. 多元化的考核模式整体思路 

3.1. 考核方案的多元性 

课程考核打破传统期末闭卷笔试为主的方式，采取平时考核 30% + 期中考试 20% + 期末考试 50%
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在平时考核中除了考勤和作业之外，还增加了单元测验、线上视频学习和测试，随

堂练习等多种考核环节，并且任课教师借助学习平台的统计结果，可以按照准确且客观的评价标准，对

学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对具体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等多方面进行定量的考核，改变以往任课教师依据主

观评价标准定性的考核模式，将学生课程考核最终成绩有计划地分配到各个考核环节中。 
每种考核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考勤：每一节线下课的课前都会借助学习平台对学生的出勤进行统计，这不仅促使学生重视线下课

堂的学习，也让教师及时了解每堂课学生的出勤情况，对于缺勤的学生可以做到及时关注。 
随堂练习：对于重要知识点，教师会在讲完知识点后立即在课堂上让学生做一定量的练习。一方面，

教师通过随堂练习的反馈结果，了解学生课堂上对知识点吸收和掌握的情况，有效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和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学生通过随堂练习可以检查自己的听课效果。

题目作对，带给学生学有所获后内心的喜悦，而这份成就感会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题目做错，也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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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客观地认识到自己本堂课学习情况，激励学生迎难而上，及时调整学习状态。 
作业：为了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点，在每节课后，教师都会布置一定数量的作业，要

求学生按时完成。教师通过对学生作业的及时批改，及时发现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情况，对于比较典型

的问题，将会在下次课集中讲解。另外通过课后作业，学生也可以查缺补漏。 
线上学习及测试：对于一些比较简单适合学生自学的内容，或者是一些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补充和扩

展的学习内容，任课教师提前录制好视频，上传学习平台。教师课前布置线上学习视频，设置防拖拽，

勾选任务点，然后监控学生视频学习情况，线下课堂精讲线上学习内容并进行测试，检验线上学生学习

效果。这种翻转教学模式，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单元测验：针对每一单元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线上测验，可以采用随堂测验的形式或周末分散

的形式进行。根据单元测验情况，任课教师再次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对学习情况不好的学生提早进行精

准指导。 
期中考试：在学期中间增加期中考试，大大促使学生对前半学期的学习进行总结和复习，通过考试，

让学生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期中考试的预警会让后进学生意识到学习的紧迫，及时调整学习态

度和方法，奋发图强，努力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来。 
总之，课程考核不再只看重期末考试最后一张卷，也注重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借助学习平台，充分

利用信息化技术，健全了评价机制，提高了课程评价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客观性。 

3.2. 考核方案的过程性 

考核方案中不仅包括多种考核环节，而且这些考核环节贯穿于课上、课下、期中和期末的教学全过

程，学生评定成绩也在考核全过程中进行持续累加。这种全过程的考核，给予学生适当的学习压力和动

力，使学生学习保持在连续、稳定、渐进的状态，逐步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全过程的考核帮

助任课教师准确把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对知识点掌握的情况，及时调整教学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

果，从而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二重积分直角坐标中的“改变积分次序”是需要

学生掌握的重点题型之一，围绕这一题型，任课教师对 2022 级某个教学班的学生实行考核，具体情况见

表 1： 
 
Table 1. The complete process of the assessment on the topic of “changing the order of integration” 
表 1. 有关“改变积分次序”题型考核的全过程 

考核时间 考核形式 考核题目 学生作答正确率 

3 月 24 日 随堂练习 
( )

0 0
d , d

a x
x f x y y∫ ∫  80.9% 

( )
ln

1 0
d , d

e x
x f x y y∫ ∫  87.5% 

3 月 24 日~26 日 课后作业 ( )2

2 2

0
d , d

y

y
y f x y y∫ ∫  98% 

3 月 27 日 课前随堂练习 ( ) ( )
1 1 2 1

0 1 1 1
d , d d , d

x x
x f x y y x f x y y

− −
+∫ ∫ ∫ ∫  93% 

4 月 3 日 单元测验 ( )
2 2

0
d , d

x

x
x f x y y∫ ∫  92.7% 

4 月 21 日 期中考试 ( )
1

0
d , d

x

x
x f x y y∫ ∫  96% 

6 月 19 日 期末考试 ( )
2

1 1
d , d

x
x f x y y∫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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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全过程的考核，促使教师认真分析和研究考核结果，发现并总结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5]，
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变化，真正体现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作用。3 月 24
日，任课教师从第一个随堂练习的结果中发现还有近五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掌握，再次讲解，然后布置练

习，从正确率的数值上，我们看到了部分学生的进步。另外随着教学的不断推进，学生对这一题型的掌

握程度也基本上呈现越来越好的趋势，在期中考试中学生作答正确率已经达到了 96%。而由于期末考试

考核的知识点多，而且对“交换积分次序”这个知识点考核已经过了近两个月，难免出现遗忘，因此在

期末考试中，学生作答正确率下降为 89%。 

3.3. 考核内容的高阶性 

高等数学课程教学目标不仅要求课程基础知识的传授，也注重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提

升。因此考核内容上可以增加以理解性、应用性和综合性的试题，这不仅检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

况，更重要的是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将学生从死记硬背

应对考试的方式中解脱出来。课程组收集了大量的应用案例，对这些案例进行拆解，分析，比较简单的

题目直接用于单元测试，稍微麻烦一点的题目，以讨论题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让有能力、感兴趣的学生

课下思考与练习。 

4. 结语 

多元化全过程的考核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使学生重视学习过程，激发学生的内驱力，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多元化全过程的考核结果使任课教师及时了解学情，反思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

法，提升教学效果，实现学生知识、能力与素质“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然而考核只是教学工作中的

一环，考核模式改革也只是教学改革的一部分，它需要有相应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

管理制度的改革相配套。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教师应积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不断优化教学方法，

提升教学水平，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建设丰富的数字资源，切实提高人才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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