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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评价体系的设计体现教学体制思想，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有效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并促进其不断完善，同时对课

程设置、内容开发、设计与实施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通过关注日常学习状态，及时监控学习进度，增加日常考核力度，对

大学生学习状态的改进和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文中以实例方式介绍了“分散式”课程评价体系内容，并与传统课程评价

体系对比，指出了以期末考试为主要方式的弊端，提出“分散式”监测是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大学生能力的有效评价

方式。 

[关键词]课程评价体系；分散式；考试评估 

DOI：10.33142/fme.v6i4.16223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cattering"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and Traditional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REN Tiezhen1, 2 *, MO Wenlong 1, DUAN Zhongyu 2 

1.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China 

2.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30, China 

 

Abstract: The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reflects the ideas of the teaching system.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promote it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plays an 

effective guarantee role in curriculum design, content developm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y paying attention to daily learning 

status, monitoring learning progress in a timely manner, and increasing daily assessment efforts, it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and enhanc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tent of the "scattering"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examples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It points out the drawbacks of 

using final exams as the main method and proposes that "scattering" monitoring is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promote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abil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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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教育是为社会输送人才的最后一站，是学生获取

知识与提升能力的优质平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高等

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

展的关键因素。合理的教育模式能改善高校教育质量，提

高人才培养水平。在全世界文化、知识大融合的当今社会，

大学的教育模式也面临无数问题与挑战，如何将传统与现

代结合，体现大国风范与民族内涵，是教育工作者必须考

虑的问题
[1]
。分散式教学模式以课堂学习为主，将课下辅

导、实验、兴趣小组等教学方式融入，使得学生从多角度

认知了解化学知识，帮助学生“多条腿”走路。 

与教学体系相对应的是评价体系，两者相互对应，相

辅相成。评价有两种目的，一种是甄别和选拔，一种是改

善和促进。因此，良好的评价体系能有效监督和保证教学

体系良性发展。在高校中，一门课程对学生评价形成成绩，

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所以，只用一张期末试

卷给学生一个终结性评价的方式缺少反馈功效，也很难促

进学生的发展。只有同时重视形成性评价（发展性评价）

才能起到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而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

程中进行的评价，目的是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能力水平，

以及教学中的问题，对教学起到反馈作用，促进教与学协

同提升。 

传统课程评价体系以最终考试作为主要依据，使得很

多教育者和学生只注重考试结果而忽略了学习过程，这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能力发展。而“分散式”评价机

制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摒弃了仅重视期

末考试的单一评价体系，将评价分散至学习前期、中期与

终期。这种评价模式与其分散式教学模式相呼应，如，普

通化学课程的教学模式由课前预习、讲课、课下辅导、实

验和兴趣小组等部分构成，而评价也分成与之相对应的若

干模块，并设置了对应的分值。无论是教学设置还是评价

设置，均在开课前以教学大纲形式供学生查阅，而且老师

对学生的分值记录和成绩公布全部是公开透明。通过这些

监管，可有效提高学生日常学习的自主性，这种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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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借鉴。 

下文从比较的视角，将传统的课程考试评价体系与

“分散式”课程评价体系对比，按照学习的日常学习评价、

阶段性评价和终期评价这三个时间维度进行比较，以期为

课程价体系优化提供参考方案。 

1 日常学习监管评价 

1.1 课前学习的有效监管 

合理有效的预习和日常作业的完成，能够让普通学生

尽早查漏补缺，可以避免学生日常时间的浪费。与缺少平

时监管的模式相比，避免了临近考试“抱佛脚”的突击学

习方式，增强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度吸收，从而促进学生对

基础知识真正的理解与运用。 

通过在线教务监测系统，授课教师及时把相关预习内

容上传到系统中，系统会在规定时间内对学生开放，供学

生自主学习，并根据教师的设置对学生的答题情况做出统

计，教师可以在答题结束后进入系统查看总体和个人学习

状态，检查学生预习的完成情况。课前预习占总成绩的

5%，只要在系统里看到他们的预习记录情况且过程完整，

学生基本都能获得这部分成绩。如同以化学为主题的

STEAM 教育的直接手段
[2]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现代化

科技，做到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及时了解和精准定位，做到

对教学方法的多样变革和难点创新，帮助学生从有别于传

统的角度来深入认识化学问题，了解化学反应原理，并培

养用化学知识来改变生产生活的能力。课前预习与 STEAM

教学理念非常相似，通过主动预习完成课前作业，促使学

生自主地针对性学习，解决问题，寻找答案。经过课前预

习题的练习，可以有效获得课上知识点的认知，从而能在

课堂上与老师有效互动。 

而传统教学中，老师无法做到全面监管，一般借助完

成老师布置作业的情况，了解学生是否独立地完成作业，

但辨识程度较低，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得以确认。通过建立

网络监管体制，老师能及时看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了解

整体状态和个体差异，并通过对预习状态的合理分析调整

课堂内容侧重点，解决学生遇到的普遍问题。有兴趣的同

学则会带着难点问题到课堂，等待与老师交流。如此一来，

课堂出勤率自然会有所提高。  

1.2 课堂测验 

大学入学后的学生由于来源广而基础差异大，因此教

师授课时，涉及基本概念的知识点一定要言简意赅、通俗

易懂，同时还要兼顾有余力的同学能多吸收。为此，教师

可以在授课时随堂发放知识点测试题，帮助学生更有针对

性地学习。这种授课方式便于学生自检课堂学习效果，并

通过随堂作业的解答及时应用知识内容，帮助学生理论结

合实践。 

另一方面，授课老师在下课前将这些课堂测试题收回

统计，也是检测学生学习情况和出勤情况的一个办法。同

时这部分统计的内容占总成绩的 5%，课堂测验虽然不需

要出现在每次课程中，但随机的检测会很自然地让学生避

免了无故旷课现象。而传统教学中，虽然对课下作业有部

分统计，但目前还没有对课堂作业进行成绩统计与分配。

但是这部分教学工作无形中加大了教师工作内容。如何将

课堂检测的成绩快速统计，还需要学校在师资力量方面进

一步投入。  

2 阶段性评价 

2.1 学习阶段性测评 

“分散式”课程评估以三次月测评对教学内容进行

分段考核，并对三次测评结果中较好的两次成绩取平均后

计入最终成绩，该部分占总成绩的 35%。通过加强月度成

绩考核，增加了学生日常学习的压力，学生因此不敢放松

日常学习，从而对期末考试的压力相对减小。同时，三次

阶段性考试中最差的一次成绩被去除，在某种程度上缓解

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对学生调整学习方式，改善学习心态，

发现学习难点有一定帮助。课程基于“产出”的核心思想，

通过阶段性考试把焦点放在学生“学到了什么”，而不是

学校、老师“教了什么”。类似于成果导向基于 OBE 教

育理念，构建课程多元评量体系，通过阶段性考试将过程评

价内容有效监管，从而得到质量性保证，也因此实现了过程

评量，进而实现了关注“过程”促进“结果”的提高
[3]
。 

2.2 奖励机制 

在“分散式”课程评估体系中，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

可申请担任教辅工作，并且获取一定报酬，负责在每周上

课结束后对学生进行辅导性讲解，并组建研讨群和兴趣小

组，教辅能够更加容易与低年级学生沟通，并为低年级学

生起到带头学习作用，可及时了解学生状态并反馈给授课

教师。同时，按照参与教辅活动和研讨情况，适当对优等

生和勤奋生给予加分，这部分占据总体分数的 5%。 

近年来，跨学科学习（STEAM 教育）通过以学生为主

体，全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和综合创新能力，开展了一系

列创新性做法。兴趣小组可以打破原有的教学模式僵局，

结合自身特点与化学知识兴趣点，满足学生的学习和未来

发展需求，这与 STEAM 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4]
。因此，以兴

趣小组参与情况作为奖励成绩，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促进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提升。 

2.3 实验课 

实验课程强调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是理论实践

的一部分，是学生实践能力的检验。通过周加仙对威金斯

博士的采访，我们可以知道实验课是威金斯“真实性评价”

理论的最好表达
[5]
。实验课程也体现出以评价促发展的根

本目的，学生不仅要获得知识，还要具备在现实情境下解

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6]
，知识的巩固和运用则可以通过实验

课程连接。因此，有必要安排与课程进度一致的实验内容，

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吸收和运用。该部分的成绩由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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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老师和博士研究生负责，独立统计，占总成绩的 15%。

如同以化学为主题的 STEAM教育，通过实验设计对学生学

习状况精准定位，帮助学生深入认识化学问题，了解化学

原理。 

目前仍然有很多工科学院的自然科学课一直是独立

计算成绩，比如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以及专业实

验，这些实验课与相关课程属于平行线路，教师任务量大，

无法保证实验课质量，且教学与实验切合点衔接薄弱。

“分散式”课程评估体系将实验与教学结合起来，由博士

研究生指导本科实验，在帮助任课老师更好完成教学工作

的同时，也让博士研究生获得了锻炼的机会。 

3 终期评价 

期末考试成绩在整体成绩中占 35%，虽然占比已经很

低，但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项。期末考试所涉及的知识点是

三次考试内容的进一步浓缩，如果学生能及时解决前三次

考试的问题，期末考试前，学生会更加从容。我们国内的

期末考试通常占比高，有的专业课或者选修课的期末成绩

甚至占了全部，促使学生平常上课重视程度下降，学生迟

到、缺课等现象无法控制。而均衡考试占比，可促使学生

关注日常学习，有助于改善学习状态，提高学习能力。 

姜慧君等
[7]
提出了教师课堂上只精讲教学重点和难

点、教材上很多内容留待学生课后自学的优势。学生课后

有疑问可通过电子邮件与教师沟通，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有

较大的透明度和自主空间。如果仅仅以期末考试作为评价

标准，势必导致学生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问题出现。因

此，评价学生掌握知识的手段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考试

成绩共同构成，而平时考试可以有效避免学生仅靠期末拼

搏的现象
[7]
。 

表 1  “分散式”课程评价体系与传统课程评价体系区分 

序号 分类 

“分散式”课程评

价体系 
传统课程评价体系 

占比（%） 计算方法 占比（%） 计算方法 

1 
三次知识模块学习

的阶段性考试 
35 三取二 无 无 

2 
出勤统计、预习和

家庭作业 
5 网络+课堂 20-30 课堂 

3 实验 15 实验报告 无 独立核算 

4 课题组 5 教辅统计 无 无 

5 教辅和兴趣小组 5 教辅统计 无 无 

6 期末考试 35 期末卷面 50～100 期末卷面 

7 总分 100 100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分散式”课程评价体系与传统

课程评价体系有明显区分（见表 1）。采用“分散式”课

程评价体系，可以有效检查学习成果和评估学习成果，而

传统的终考模式不能有效反映学生的发展与进步。教学体

系的良好运行必须有相应的考核体系作保障，“分散式”

课程评价体系与教学体系有机结合，为保障教学质量起到

关键作用。 

我国学者对课程评价体系的改革提出了多种思路，比

如熊淑艳
[8]
对大学数学提出了教学模式与考试方法的改

革方式，将平时考核、考勤、作业与期末考试合并后统计

成绩，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传统

以课程终考为主的评估体系需要补充日常考核内容，将教

辅工作融入学科工作，提高监管力度，增加阶段性考察，

促进学生重视日常学习，减少期末考试比重，帮助学生提

高课堂学习质量和出勤率，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动力，还

可以通过实验和兴趣小组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

才能推动教学体系的良性发展。 

“外部保障、内部提升”的评价制度，能组织协调校

内资源，确保层层落实，提升办学质量，同时也回应了社

会、政府、学生家长对办学质量越来越高的期待和要求。

“成果导向，学教融合”的评价体系，将成果阶段化设置，

如同把高不可攀的峰顶变成日积月累的山丘，从而减少学

习压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深度，最终实现学习成

果的实际化，而且促进了评学与评教的一体化融合。 

4 结语 

“分散式”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是提升大学教育质

量的一个重要手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使命促使教师必

须清晰直观地帮助学生获得可观察或可测量的知识、技能、

能力、素养、态度和气质。而一个良好的课程评价体系建

立是最基本的保障。“类型多样，形式多元”的课程评价

过程，可将教学过程中的过程性评价和课程实施完成之后

的终结性评价紧密结合，对照课程教学目标或学生学习成

果目标评价和检验课程是否符合学生学习需求的需要，将

课程实施前后产生变化的效果评价和专门针对课程计划

本身的内在评价有机结合，避免学生专业知识获取过程中

的诸多问题，有效提升教学质量。通过“分散式”课程评

价系统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启发，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具体来说增强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预习监管力度， 增加课

堂测验和问答，增设阶段性考核，达到甄别、选拔、改善

和促进目的，最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社会输送

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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