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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考分开是教学质量的试金石

梁昌俊
(嘉应学院 土木工程系

,

广东 梅州 51 40 15)

〔摘 要〕 成绩单是校系领导
、

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关注的焦点
,

很少有人怀疑其客观公正性
。

本文认

为
,

只有实行严格的教考分开
,

考试的成绩才能说明问题
,

才有可信度
,

才能检验教学质量的好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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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考试是高校古老而永恒的主题
。

一般认为
,

考

试是教师对学生学得好坏的检阅和评定
。

随着高校

人事制度的改革
,

全员聘任制的实现
,

考试也成了

校方对教师教得好坏的检阅和评定
。

因此
,

目前高

校师生对考试持有 的态度是
:
成绩好的学生怕考

“

砸
”

了拿不到奖学金 ; 成绩中下的学生怕考不及

格
“

丢人现眼
” ,

补考重修挨家长骂 ; 教师怕学生

考不好而影响校方对其教学能力的评定等级
。

于

是
,

为了各自的利益
,

学生和任课教师可能会有扭

曲了的共同目标
。

考前学生向任课老师刺探考试题

目
,

任课教师考前划考试范围甚至降低试题难度
。

这样的考试
,

滋长了不 良的学风和教风
,

严重影响

了高校教学质量的稳定与提高
。

只有实行严格的教

考分开
,

考试的成绩才能说明问题
,

才有可信度
,

才能检验教学质量的好坏
。

我系实行教考分开的考试制度已有多年
。

在实

行教考分开的过程中
,

我们有经验
,

也有教训
。

本

文对我系实行教考分开的考试制度进行总结
,

以期

抛砖引玉
。

任课老师对试卷的客观分析及 自我评价往往不足
,

甚至受功利性 (成绩与教学
“

好处
”

挂钩 ) 的影

响
, “

怕学生考不及格
”

而降低考试标准
。

考试是一种评价教学的手段
,

其目的是检查学

生学得怎么样
,

教师教得如何
。

简言之
,

教学目的

是否达到
。

通过考试成绩
,

校方可获得教学实践的

反馈信息
,

以便调整教学设计
,

改进教学方法
,

从

而达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 目的
。 “

一条龙服务
”

的考试制度显然难于达到此 目的
,

因此
,

必须对其

进行改革
。

二
、

教考分开的实施办法

一
、

传统考试制度的弊端

我国高校的考试制度采用
“

一条龙服务
”

由来

已久
。

所谓
“

一条龙服务
”

是指从教学大纲的制

定
,

到考试大纲的拟定
,

授课
,

批改作业
,

课后辅

导
,

出考卷
,

制定评分标准
,

评卷等教学全过程均

由任课老师一人
“

搞定
” 。

这种考试制度的缺陷有

三
:
第一

,

仅以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为主
,

考试成

绩不能客观地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水平
,

且可 比性

差
,

不能用于评教 ; 第二
,

考试成绩只能用于
“

矮

中比高
” ,

不能反映全班究竟学得怎么样 ; 第三
,

顾名思义
,

教考分开就是教和考分开
,

任课教

师不参加命题
。

具体做法是
: “

教
”

由任课教师负

责
, “

教
”

的内容包括授课
、

批改作业
、

课后辅导

等 ; “

考
”

由教研室负责
, “

考
”

的内容包括制定教

学大纲
、

制定考试大纲
、

出试卷
、

做试卷的标准答

案
、

确定评分标准
、

评卷等
。

系主任或主管教学的

系副主任通过检查教考分开的执行情况来确认考试

成绩的有效性
。

(一 ) 对
“

教
”

的考核评价

教师是教学的先导
,

教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教师
。

对于教师的考核
,

人事部门提出
“

德
、

能
、

勤
、

绩
”

四个考核指标
。

就教学质量评

价而言
,

我们认为重在考核
“

绩
” 。 “

绩
”

主要表现

在教学效果上
,

而教学效果又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有

很大的关联度
。

因此
,

只要考试成绩客观
、

公正
、

合理
,

就可以主要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评价教师

的教学效果
。

我们认为
,

教考分开的考试成绩
,

比

较客观
、

公正
、

合理
,

可以用作评价教师的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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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俊
:

教考分开是教学质量的试金石

量的主要指标
。

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
,

我们采用

如下的计算公式
:

S = 0
.

6A + 0
.

Z B + 0
.

ZC

式中
,

S

—
系对某教师的考核成绩 ;

A

—
某门课全班的平均成绩 ;

B

—
学生问卷调查的成绩

,

由教务处提供

或由系组织问卷调查 ;

C

—
系领导

、

督导组专家及同行教师对该

教师的评分
。

上式中
,

A
、

B
、

C 均采用百分制
。

全班成绩

A 的权重取 0
.

6
,

其理由是
: “

重在实效
” ; “

教无定

法
,

但要得法
” ,

得法与否实践检验 ; 实行教考分

开之后
,

考试成绩较
“

硬
” 。

学生要参加评教
,

考

虑到我校生源情况
,

学生评教的权重取 0
.

2
。

系领

导
、

督导组专家及同行教师听课评分取 0
.

2 的权

重
,

其原因是
:
这些人听课一般听一节

,

至 多两

节
,

凭听一两节课来评价某教师一学期的教学质量

有点以偏概全 ; 另外
,

听课只是考查教学过程
,

而

目标管理所关注的是结果
。

(二 ) 对
“

学
”

的考核评价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
,

采用百分制
,

计算公

式计算如下
:

送到教务秘书处
,

由教务秘书录人电脑
,

一旦录

人
,

不得更改
。

杜绝了
“

打人情分
”

的现象
,

体现

了公平
、

公正
,

深受学生的欢迎
。

(2) 教考分开的成绩能反映教学与大纲之间的

距离有多远
,

成绩客观性强
,

用于评价教师的教学

质量和年度考核
,

说服力强
,

教师意见较少
。

(3) 教考分开
,

既考学生又考教师
,

有利于
“

教学

相长
” ,

充分调动教学双方的积极性
,

提高教学质量
。

最近几年来
,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

我系生

源质量下滑的情况下
,

我系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

达到 1的%
,

毕业生为用人单位所欢迎
。

从实践来

看
,

教考分开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有利于提高教学质

量的考试制度
,

可继续执行下去
。

(二 ) 不足方面

教学大纲没有完全按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

权威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 ; 有的课程考试大纲不

齐或不完善 ; 试题库由任课教师来建立
,

教研室主

任出题 ; 学生考试时
,

任课教师做答案
,

然后集体

评卷
。

这些做法没有彻底执行教考分开的文件规

定
,

影响了考试成绩的客观公正性
。

四
、

教考分开的改进

: = 0
.

14 x

贵客
尸‘ + o

·

‘6 2 + 0
·

7 M

式中
,

F

—
为总评成绩 ;

尸
;

—
第 i 次考核(刁铡或作业)的成绩

,

i ) 7;

Z

—
中段考试的成绩 ;

M

—
期末考试的成绩 ;

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办法
,

另作规定
。

学生

成绩经系主任签字认可后方可公布和报教务处
。

上式中
,

平时成绩占 30 %
,

是引导学生 注意

平时作业
、

小测和中段考试
,

避免
“

临时抱佛脚
”

现象的发生 ; 期末考试成绩取 0
.

7 权重是基于期末

试卷才实行教考分开的考虑
。

三
、

教考分开的执行情况

从我系实行全部课程教考分开的实践来看
,

教

考分开是必要的
、

也是可行的
。

在教考分开方案出

台之前
,

系领导广泛听取全系教职工和部分学生的

意见
,

最后在全系教职工大会上以系级文件的形式

予以通过
。

本方案贯彻到全系师生员工
,

并得到大

家的理解和支持
。

现把我系实行教考分开的情况总

结如下
:

(一 ) 成绩方面

(l) 平时成绩
、

中考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及时

(l) 命题的改进
。

由于教研室承担的课程数量

较多
,

教研室主任出全教研室的试题有一定的难

度
。

命题的程序改为
:
任课教师建立题库 ; 课程负

责人组织上过该门课的教师从题库中出好 ro 套试

卷
,

封存好
,

并给每份试卷编上号 ; 教研室主任审

定试卷 ; 教务秘书考前随机 (抽签或抓阉) 拿一份

试卷送打印室印刷
。

(2) 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的改进
。

每份试题在

命题时应同时附上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
。

不能由任

课教师在考试之后做标准答案和确定评分标准
。

(3) 评卷教师必须是教过该门课的老师
,

任课

教师不能参加评卷
。

(4) 一般不准查卷
,

若系主任同意查卷
,

则查

卷后的修改权归课程负责人
。

(5) 题库的内容应定期进行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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