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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育人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加强缓考管理对策研究
熊　敏　于成学　罗任飞

（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广东 佛山 528100）

摘要：高校立身之本和根本使命在于立德树人，考务管理是

教学管理的重要部分，是检验教学效果和调整人才培养的重要依

据。本文以考务工作的缓考为研究对象，对广东省某高校 G 学院

2017-2022年的缓考展开研究。结果显示：缓考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缓考原因变化明显，最后探讨了“以人为本”的高校学生缓考管

理对策，对加强高校缓考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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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在此背景下，深

化考试内容改革，强化高校考试改革的育人功能。缓考作为考试

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基于“以生为本”的重要原则，对因特殊

原因无法参加正常考试的学生给予缓考办理的机会。根据《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中关于“考核与成

绩记载”的相关规定，考核和成绩评定方式由学校决定。目前国

内部分高校不采取补考制度；而本研究中的广东省某高校，本着

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学校实际，一直执行补缓考制度。如何优

化缓考情况，提高考试效率，更好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高校大多以设置多个考试时间供学生选择。以往的研

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试缓考的公平性、效果等

角度，如 Ahmad 的研究表明学生认为同伴的考试时间表公平是

非常重要的，Gert（2016）从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来探讨考试

排期问题，设置安排多个版本的考试。国内的研究来看，主要

集中于考试的模式、排考算法、考试改革与创新等角度。以往

学者的研究表明缓考学生中普遍存在生理及心理问题；进入全

面深化课改阶段以后，要加强考试评价研究、深化考试内容改革、

大力推进教育考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梳理发现，

关于高校考试中缓考的研究较少且时间较为久远。高等教育事

业蓬勃发展背景下，基于立德树人视域下，如何加强对高校缓

考管理，仍存在探索空间。

一、研究方法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考务工作的缓考情况出发，运用 SPSS 和 Rost 软件，

本文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某高校 G 学院 2017-2022 年的 10 个学期缓

考数据，对象为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生来源涵盖经济学、管理

学等不同的学科专业。通过实证分析，查找缓考特征及原因的基

础上，提出优化缓考考试管理与改革，以期提高考试效率。

本次共采集的数据为缓考人数 255 人，涉及 544 个科目。运

用 SPSS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由表可知，样本数据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10，可信度较高，通过信度检验。KMO

的值为 0.884，显著水平 p=0.000<0.01，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说明

本文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效度。

（一）缓考总体情况

通过对 10 个学期缓考数据进行统计，样本的呈现以下特点：

从性别分布来看，缓考办理同学以女同学为主；从专业分布来

看，以金融学、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为主；从年级分布特点来看，

以低年级同学为主，2020 级的学生办理缓考的比例最高，达到

45.5%；从缓考学生的成绩特点来看，“良好”和“中等”两个等

级的同学为主，占比达到 93.3%。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二）差异性分析

1. 基于性别的差异化情况：通过对性别与其他变量进行独立

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分别与缓考原因、考试性质的 P 值

分别为 0.005、0.022，均小于 0.05，表示男生女生之间的缓考原因、

缓考科目的考试性质是有显著性差异的。缓考科目数、缓考学期、

缓考课程性质、缓考课程属性等 P 值均大于 0.05，表示不存在显

著的差异。

2. 缓考课程性质、属性差异化分析：使用 Rost 软件进行词频

分析，标签云中，频次越高，词语显示的字号越大。图 1 标签云

显示学生缓考课程的课程性质主要以通识课、学科基础课缓考频

次较多；缓考课程科目分布特点来看，《统计学》《毛概 II》等

课程缓考频次较高，就缓考课程属性而言，必修占比高；就考试

性质而言，正常考试（即第一次修读学期末的考试），学生缓考

的比例较大，重修课程缓考的比例相对较小。

图 1  缓考课程频次标签云

（三）缓考原因回归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检验学年学期、课程性质、课程属性、

考试性质和缓考原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样本数据，因生病身体不适原因申请缓考的同学最多，

占比 45.4%，因事假或者其他安排与考试冲突而申请缓考的同学

占比 25.2%，疫情原因隔离无法参加考试申请缓考的占比 19.7%，

因精神压力大焦虑原因申请缓考的同学逐年增长。

通过对研究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将缓考原因作为因变量，

其余变量作为自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Durbin-Watson 检验

值为 1.385。表 2 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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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R2 为 29%，说明回归拟合度比较理想。方差检验量 F（4，

539）=5.033，但只有学年学期对缓考原因的影响中，t 检验结果

显著（t=3.942，P ＜ 0.01），说明学年学期对缓考原因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表 2 缓考变量对缓考原因的回归分析

A 因变量：缓考原因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缓考学生个体差异明显

G 学院缓考人数增长迅猛，缓考群体性别差异大，女学生缓

考比例相对较大。2020 级人数基数相比其他年级大，专业种类多，

但学校从 2020 及开始取消了学业导师制度，学生学业的专项指导

受到一定的影响；金融学、财务管理专业缓考比例居高不下，除

了专业特点等原因外，可能与专业的学生基数大，上课效果有差

异相关，大班授课制对学生的个性化关注不足；绩点成绩中等的

同学缓考的比例较大，可能与延长考试复习时间，提高考试成绩

等相关。

（二）缓考原因中身体、心理问题比例较高

除去疫情原因，因身体不适和心理压力大等学生缓考占比不

在少数。缓考原因，一方面反映出学生因为平时的锻炼不够，要

注重其身体素质的改善；另一方面，期末考试科目多、课程难度大、

复习未达到效果，精神压力大、焦虑造成的缓考逐渐增长。部分

学生往往求助意识又比较弱，不会提前寻求心理咨询机构的帮助。

（三）课程性质与缓考人数存在相关性

缓考次数频率较高的课程，一般都在学校集中考试的科目列

表中。集中考试期间考试科目多且基本为闭卷考试，考试安排紧凑，

复习压力大，学生出于心理压力或缓考提高绩点等目的，办理缓

考的比例增加。正常考试中，通识课和学科基础课中的思政课程、

数学类、经济类课程的缓考比例相对较大，这类课程具有强记忆

性及推理性特点，使得部分同学产生畏惧心理申请缓考。缓考课

程中必修课成占比较大，必修课程的考核方式基本是考试，选修

课程一般多为分散考试，可以采用调查报告、课程论文等形式进

行考核。此外，受疫情或者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同学无

法前往课室参加考试被动选择缓考，学生对于线上考试等考试方

式的诉求越来越明显。

（四）缓考办理程序有待优化

缓考办理程序为“学生申请 - 任课老师同意 - 学院审批”，

本着“以生为本”的管理理念，学生的缓考申请基本都得到了任

课老师和学院的同意。不容忽视的是，出于周边同学很多办缓考

且很轻松地办理了缓考这个环境氛围的影响，跟随办理缓考的从

众现象有所增长。目前省内其他院校关于缓考的相关规定中明确

表示：“缓考受理后只能申请跟班考试”，“缓考必须经过开课

单位审核”，“应缓考课程完成情况，纳入对学院人才培养工作

的年度绩效考核”。高校立身之本和根本使命在于立德树人，现

行环境下，如何进一步优化缓考工作，提高考试效率，值得思考。

四、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对学生的学业帮扶

立德树人，以生为本，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联动多方力量。联合学业导师、班主任、辅导员，密切注意

学业压力大的学生；院级层面设置学习服务中心，配备专业指导

教师以及学习技能顾问，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培训。二是分类帮扶。

对缓考较多的金融学、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咨询和

帮助。三是促进全面发展。做好课堂教学第一课堂的延伸和拓展，

以育人为核心，培养学生课外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学校课程

培养计划之外开展的开放式教育活动和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健康发展。

（二）加强心理危机排查与干预工作

立德树人，既要育智，更要育人，应分类系统跟踪指导。一

是构建完善的心理预防系统。系统排查，建档分类管理，加强对

学生特别是对女同学的心理辅导，完善心理排查危机干预机制，

缓解学生心理压力。二是优化心理辅导路径。与校内学工心理咨

询中心部门、校内外专业医疗机构展开合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增强思想

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感染力，培育学生健全人格，

高度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

为培育学生健全人格提供良好氛围。

（三）促进课程考核方法的改革

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强化课程考试内容改革的育人导向。理

念上，坚持“立德树人”的指导思想，找准课程考试内容改革的

突破口，细化课程教学大纲和考核方式，探索把能力考查与思政

元素结合，创新考试内容。形式上，逐步探索线上考试安排，创

新考试方式方法，考试形式多元化，考试内容全面化；方法上，

注重过程考核，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考核方式从以成绩为中

心的结果导向，转为鼓励学生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导向；安排上，

增加分散考试比例，考试时间安排更多地体现学生意愿等，减少

期末考试期间考试科目过于集中给学生带来的巨大压力，持续关

注学生缓考特点，动态跟踪指导。

（四）优化缓考办理程序

加强对其他高校考试管理办法中关于缓考的相关政策研究，

不断建立健全考试机制，使得我校的缓考程序设计更加科学化、

合理化，不断优化缓考审批程序和缓考管理办法，提升缓考工作

效率，增强考试效率。

五、结论

本文从高校学生缓考现象的实际出发，通过对广东省某高校

G 学院 10 个学期的缓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缓考存在的四

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缓考作为考务管理中的重要环节

不容忽视，提高缓考等考试效率，促进考试健康发展，以生为本，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期更好地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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