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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成绩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其评定方法也是

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合理的成绩评定方式不仅有助于检

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也对评价教学质量和反馈教学信息起

到重要作用。文章先阐述了当前高校课程考试评定方式并对其

弊端加以分析，通过借鉴国外高校课程考试成绩评价方式，提

出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政策建议，以使我国高校课程考试成绩

评价体系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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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成绩评价方式有利于学生平时学习的积累，同时也

是量化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有效工具，对于评价教学质量、反

馈教学信息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当前高校课程

考试成绩评定方式及弊端，通过借鉴国外高校课程考试评定的

方式，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方式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高校课程考试成绩评定的方式

当前我国高校课程成绩评定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即单一的

“期末考试成绩”计分模式和为“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

的综合计分模式。单一的“期末考试成绩”的计分模式采用

一次性期末闭卷笔试的方式，直接将卷面成绩作为最终的学

科成绩，这种传统的成绩评定模式被认为是比较公平合理的，

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由政府全额承担的精英教育转

变为大众教育，单一的成绩评定方式其一锤定音的缺陷日益

凸显。而综合计分模式的成绩评定模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

一计分模式的缺陷，所以当前我国高校课程成绩评定方式由

单一的计分模式转变为综合计分模式。综合计分模式采用期

末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分配比例，以其两个成绩的加权平均

作为最终评定的成绩。其中“平时成绩”是学生学习过程的

综合表现，包括上课出勤率、课堂表现、随堂测试、作业情况、

实验课成绩、课程论文等，具体包括的内容项目不同学科有

不同设置，占总评成绩的比例一般在 30% 左右。这种综合计

分模式旨于减少单一考试结果的偶然性，增加教学过程的督

促与激励作用。

二、当前我国高校课程考试成绩评定的弊端

当前大多高校的考试课程都采用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项

综合评定的方式，其中期末成绩的比重在 70%-80%，平时成

绩的比重在 20%-30%。期末成绩所占比重较多，平时成绩的

比重偏少，但要想更公平公正的给予此项成绩又需要花费很多

学生的课堂及教师的课下时间。 

（一）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能客观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期末考试难度不同，学生得到的分数不同，但仅从卷面分

数来判断学生学习情况并不客观。譬如某个班级就某一门专业

课考两次，一次用相对较容易的试卷，一次用相对较难的试卷，

一般结果是使用较容易的试卷，学生得分较高，使用较难的试

卷，学生得分偏低。所以只从学生卷面得分高低来判断学生的

学习情况，是不妥的。学习情况真实情况，不仅要看卷面成绩

得分情况，还要看试卷的难易程度。教师个人出试卷难免会碰

到题目试卷的难易程度不好把控，有时偏容易，有时偏难，通

过期末考试的方式评定出来的成绩看似比较客观，但是并不能

客观反应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

（二）期末考试安排存在局限性

考试内容多数局限于教材中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一般情况

是上课按照教材讲解，考试大多考教材上的知识点。期末考

试之前，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教师带着复习，并且给划考试范

围，圈考试重点，长此以往致使不少学生只需考前突击，花

三天左右时间甚至一个通宵强行记忆，就能顺利通过考试。 

多数高校的期末考试都在考试周内进行，一般在考试周前有一

到两周的调整时间段，一部分学生会集中在这两周左右的时间

里突击学习，应付考试，这样做会导致一部分学生平时不学习，

考前搞突袭，变成纯碎应付考试，而不是学知识为目的，不利

于有效巩固学习成果。

（三）平时成绩主观性较强

大多数平时成绩都采用“考勤、作业、课堂讨论、课程论文”

等几项考核内容，这一“平时成绩”工具，可督促一部分学

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成绩。但这一评价方式的可信度

偏低，如考勤一项，对于大班上课且日益压缩课时的课程，

教师不可能每节课都点名，这样不仅耗费了很多上课时间，

而且把学生强硬逼迫来上课也没有意义；作业一项无法真实

反映练习情况，因为有一部分学生存在抄袭现象，全班同学

上交的作业，批阅下来基本就两三个版本，教师很难判断真

正做作业的是哪位学生，有时抄袭者由于字体工整、作业整

洁反而得高分；课堂讨论亦然，以为课堂时间有限，所以课

堂讨论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深入讨论，教师只能根据与学生



100 Vol. 3 No. 05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课程与教学

有限的交流给予成绩，有失全面公平；课程论文一项也存在

抄袭现象。“平时成绩”的评定虽然比较全面，也注重过程，

但实际上缺乏科学性，很多项的评定形同虚设，这就增加了

教师给学生评定平时成绩的主观性，实质上在变相调高学生

课程的总评成绩，提高课程通过率。

（四）平时成绩评定缺乏统一标准

平时成绩大都采用“考勤、作业、课堂讨论、课程论文”

等几项考核内容，有些项目由于有限的课堂时间很难做到标准

化操作，考勤一项有些老师采用一些手机 App 操作，但是有

些学生上课忘记带手机或者教室屏蔽网络信号就无法操作；作

业中的客观题答案比较标准化，但是主观题就很难标准化，同

时还有抄袭现象；课堂讨论和课程论文都不可能做到标准化，

这也增加了教师评定时的主观性，有时候学生在及格的边缘，

很多高校录入成绩都是在期末考试后两项测评成绩一起录入，

这也会导致有些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在及格的边缘，有些教师可

能会通过调整平时成绩，让这类学生通过，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也能提高及格率。

（五）平时成绩评定支撑材料多但比重偏低

平时成绩占综合测评中比重大多在 30% 左右，但是实际

上几项考核内容中考勤和课堂讨论需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如

果个别点名就会导致有些是学生替代打到，同时也比较片面；

课堂讨论时间不够充足的话，就无法到深入讨论，最终只能是

走形式。而作业和课程论文会占用教师大量的课下时间，如果

教师不用心，就会导致敷衍了事，有的教师甚至都不看就随便

给分。由于占用时间多，但占总评成绩的比重偏少，就会导致

教师随意给分，学生也不会太注重，最终导致平时成绩形式化。

三、国外高校课程考试成绩评价方式及借鉴

（一）美国高校课程考试评价方式

美国高校的考试方式比较灵活，其更注重学生实践和创

新的能力，及各方面的全面培养。美国高校考试一般由课堂

表现、平时测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案例分析等部分构成，

并且成绩评定是运用等级评分、固定成绩评分和根据成绩分

布曲线评分等相结合的方法，以保证评定结果较为准确客观。

美国高校还通过使用档案袋评价方法来弥补以考试为主要形

式的终结性评价的不足，即档案袋评价方法是将学生某些过

程的相关资料搜集起来，用于展示学习或具体事项的进展过

程或者学生个人的成长经历，对学生学习成长历程和个人在

校期间的努力情况给予更多关注，这种方式既注重学习结果

也重视学习过程。

（二）英国高校课程考试评价方式

英国高校采用多样化的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与其多样化

的教学模式相匹配，其教学模式有讲座、讨论班、实践课、

外出调查、陈述展示等。这种教学模式能发展学生的个性，

也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英国高校并不是采用单一的评卷

模式，而是将校内评卷和校外评卷相结合，以确保大学学位

标准的一致性，反映出考试注重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每

一门课程考试的内容，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应用知识，既考察

了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又检验了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以确保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情况下，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法国高校课程考试评价方式

法国高校课程考试由平时考试、定期考试和学年考试构成，

在成绩评判上，采用综合评定方法。定期考试使考试是连续的，

才能做到全面评价，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态度。法

国高校考试方式根据课程特点而设定，除了笔试以外，还有其

他考试方式，如课程设计、科研论文、社会调查报告等，这种

多样化的考试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为了

确保考试的客观、公正和规范，法国高校还使用试题库、考试

中心等机构来组织设计考试方式和内容。在课程教学中注重教

授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同时也强调科学研究，有助于鼓励创

新和培养创新人才。

（四）德国高校课程考试评价方式

德国高校考试非常严苛，其一是因为考试内容有一定的深

度和难度，每门课程考试都有很高的不及格率；其二是因为补

考次数有限，一般情况下，除了个别课程有第二次补考机会，

其他科目都只有一次补考机会，而且如果仅有的补考机会，考

试也没通过的话，则不予颁发学位证书，即意味着学生得不到

学位，不能从该专业毕业，只能被淘汰或转学。德国高校教师

会采用布置课下作业的方式，要求学生在课下完成布置的题目，

将完成的作业组织学习小组讨论，最终提交小组统一的答案，

教师会根据各小组答题正确率进行打分，并将其结果计入成绩

册，这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四、高校课程考试成绩评价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采取小班教学，有利于平时成绩给定的客观性和

准确性

多样化的成绩评定方式通过采用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实

现，而使用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需要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国外高校能采用这种教学方式，首先实现了合理的生师比，如：

耶鲁大学为 5，普林斯顿大学为 5，斯坦福大学为 6，哥伦比

亚大学 7，哈佛大学为 8，布朗大学 9，排名在 100 以内的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生师比是 18；其次是小班教学，班级规模小，

一般 70% 左右的班级是不多于 20 人的，而大于 50 人的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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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比较少，不到 10%；再次就是教学投入力度大，其次班级

规模也非常大，由于学生比较多，教师的任务量也比较重，为

了提高讲课质量，教师通过合班的方式减少上课的工作量，很

多情况下，上课的人数都在 80 人以上，同时一个教师要负责

所教授班级的所有任务，从上课到课业辅导，工作量比较大，

难免会出老师工作的倦怠和疏忽，也很难照顾到所有的学生，

只能采用以“教师上课为主，学生听课为辅”的模式。所以为

了提高上课效率，高校可以通过增加教师，优化薪酬模式，缩

小班级规模，提高生师比，为多样化教学提供前提条件，这样

才能保证多种考试模式，即过程性考核的平时成绩给定的客观

性和准确性。

（二）增加试卷随机命题，提高试卷命题的公平公正性

对于可采用上机考试的课程来说，可将该课程的试题从题

库随机生成，每一套试题的难易程度划分好，在程序中设定

每一套试卷中各种难度程度的题目的比重给，如基础题占比

40%、中等程度的题目占比 40%、较难程度的题目占比 20%。

这样可以避免单个教师出试卷偏难或者偏易的情况，故能采用

上机考试的课程尽量采用上机考试的方式，这样既有利于公平

公正，同时也能减少教师的工作量。

对于只能采用笔试的课程，考试试卷可以将理论基础和应

用实践相结合的多样化题型，教师在上课不用完全按照书本上

的知识讲解，可以拓展知识点，考前不要划范围圈重点，以避

免有些学生投机取巧。

（三）提高平时成绩比重，突出过程考核的重要性

由于课程性质不同，平时成绩所占比重不能一概而论，但

如果期末考试占总成绩比重较大，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过程性评

价。因此，应该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并且比重要足够大，学

生才会从根本上重视平时学习，最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据教

学经验，一般情况下，学生平时成绩占比在 70% 以上，期末

考试成绩占比在 30% 以内，学生会改变唯期末考试至上的应

试想法，这样学生才会真正注重平时学习积累过程，而不是只

把眼睛盯在最后一次考试上。提高平时成绩比重，重视平时的

学习过程，学生才能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四）实施多种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

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组成，其中平时成绩评定

由出勤率、提问、作业、课堂测验、阶段考试、小课题或小论

文组成，期末成绩主要由期终考试给定，每一项表现都按照一

定的比例放在最终总成绩中，将不同方式的评定方式贯穿于课

程教学过程的始终。对于一些高年级的专业课程，可以增加主

题演讲和专题讨论的方式，组织学生按组完成任务或者独立完

成专题论文，其他学生根据演讲内容或者专题进行讨论，同时

给主题演讲的同学打分，最后任课教师进行打分并点评，该项

成绩由教师打分成绩和其他小组成员打分成绩加总平均给定。

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就必须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尊重学生

个性和特长，有个性才可能有创新，有特长才有可能做到精致。

多种评价方式不仅能让学生注重平时学习过程，同时也培养了

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之后工作中需要的相互协作和集体

研究的能力。

（五）提供申诉机会，提高对学生评价的准确性

教师在批改试卷或者在平时成绩给定的过程中，难免会在

工作中疏漏，期末试卷一般给定评分标准，很容易分辨，而平

时成绩不然。当平时成绩占比提高到足以让学生注重的程度时，

如果教师由于工作疏忽，就会导致成绩给定不准确，为了能给

予学生公平公正的成绩，学校可以提供给对成绩评定有异议的

学生申诉机会，这样不仅可以监督教师的平时工作，而且能为

平时成绩真正实施提供良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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