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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文化基础》在线考试试题库建设与探索
屠志青　吴　刚　李志鹏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为促进《计算机文化基础》学科教学改革，采用在线

考试的方式来推进教考分离，而在线考试系统的关键是试题库的

建设。试题库建设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突出学科知识特点，

全面覆盖教材内容，方便学生练习，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同时试题库的建立为考试组卷和评阅试卷提供了便利，减轻了教

师的负担，提高了教学质量，使考试更加公平、规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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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计算机文化基础》是我校所有专业的通识必修课程，对专

业的人才培养起到辅助支撑作用。课程目标是了解和掌握计算机

基础的相关知识和软硬件系统，熟练掌握 Windows 操作系统以及

主要的 Office 办公软件的操作和应用，了解和掌握计算机网络基

础知识并能够使用浏览器在网上查询资料等，从而为学生形成医

学信息化的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无纸化在线考试已

成为考核方式的必然趋势。试题库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辅助资源，

它的建设则是在线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对试题库进行建设能够更

好地促进教学工作的完善与考试工作的科学。随着计算机技术和

网络技术的发展，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领域和学科都建立

起了相应的试题库，为教考分离提供了参考依据。

一、研究现状

由于近年招生规模的逐步扩大，《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和

考试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下的教学需要和评估要求，阅卷

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且在教学和考试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一）教考合一方式有缺陷

高校教学中，以往一般都采用教考合一的方式进行考核，从

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到考试的命题都由任课教师一人完成。这种

方式的缺点是，任课教师在为试卷命题时，将会根据教学情况、

学生的学习情况来出题，主观因素成为主导，这将会影响考试的

客观公正。在线考试系统可实现教考分离，而试题库的建立则是

在线考试系统应用的关键。

（二）传统考试方式会造成学生在学习方面主动性和积极性

比较差

学生是为考试而学习，只针对考试涉及的知识进行记忆。每

到学期考试，学生都会根据教师给出的“重点”和“范围”来进

行复习，这种模式不能客观的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无法客观对

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评价。

二、在线考试系统

（一）在线考试系统结构

系统是构建在局域网上的线上考试平台，主要考核学生计算

机文化基础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应用软件的操作能力，可

以进行软件应用操作考试、理论知识考试、模拟测试练习。系统

主要由命题系统、教师模块和学生模块组成，还具有自动评分的

功能。

（二）在线考试系统功能

在线考试系统功能包括：考试学生信息管理、试题库管理、

登录功能、在线考试、考场管理、成绩的查询与回收等。学生通

过学号登录考试系统进行考试，教师通过系统管理功能对试题库、

学生信息、考场和成绩等进行管理。

三、试题库建设

（一）试题库建设原则

《计算机文化基础》在线考试系统试题库的建设依据教学大

纲和教材进行，突出学科知识特点，全面覆盖教材内容。根据教

学大纲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的要求，围绕教材的章节及要

点来确定知识点，将各个知识点按照难易程度、教学进度和学生

的学习进度作为划分依据来命题和收集试题，构建试题库，同时

保证命题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计算机文化基础》是一门既注重

理论知识，也注重实践应用的课程，因此在命题过程中，既要注

重理论知识的考查，也要注重实践技能的考查以及利用知识分析

解决问题的培养。

在线考试系统提供了试题录入的模板，根据模板格式，录入

的试题应包括试题内容、题类、题型、知识点、所属章节、参考答案、

答案解析等相关内容。试题库中的试题在知识覆盖面、试题难易

度、试题的数量、试题的类型、结构等方面要求相对客观、合理。

试题库中试题分布一般为容易题占 60%，中等难度的题占 30%，

难度较大的试题占 10%。

1. 试题难度系数反映试题的难易程度

考生在一个试题或一份试卷中的失分程度，它是生成试卷难

易度的保证，生成一份难度适中的试卷是由试卷中的所有试题来

决定的。试题难度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P=M/S（P 是难度系数；

M 为考试中试题的总得分；S 为试题总分数，就是本题的分数 *

考试的总人数）。在试题库建设中，难度系数的初始值由命题教

师进行预估，其取值范围为 0 到 1 之间，数值越小题目越难，一

般在 0.3~0.7 之间。

2. 知识点分为一级知识点和二级知识点

一级知识点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章节来确定；二级知识点

根据章节中的教学内容，由教学团队的老师进行讨论、归纳和总

结出来。

（二）试题类型

试题库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命题，试题分布在七个不同

的章节，覆盖全面，重难点突出，每个章节中题目由易到难，题

目设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述准确。试题库注重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既有客观选择题，也有考核软件应用的上机操作题，包括：

汉字录入题、文件操作题、Word 操作题、Excel 操作题、PPT 操

作题。

1. 选择题

选择题考核范围覆盖教材和教学大纲的所有知识点，内容包

括：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系统基础、操作系统、Office 应用软

件、网络应用等章节，本题在考卷中分值设置为 50 分。试题库中

共计 2050 道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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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字录入题

汉字录入题主要考核学生输入中英文字符以及一些常见符号

的速度。本题在考卷中分值为 6 分，试题库中共计有 20 道题。

3. 文件操作题

文件操作题主要考核Windows操作系统中文件的管理和操作，

包括文件的复制、移动、重命名、删除、新建等。本题在考卷中

分值为 7 分，试题库中共计有 100 道题。

4.Word 操作题

Word 操作题主要考核文档处理及排版的能力，考核内容包括：

字符格式化、段落格式化、查找及替换、设置页面、制作表格等操作。

本题在考卷中分值为 18 分，试题库中共计有 192 道题。Word 操

作题答题界面如图 1 所示。

图 1　Word 操作题答题界面

5.Excel 操作题

主要考核表格的制作、数据计算和处理的能力，考核内容包括：

数据的编辑、格式设置、公式的编辑、常见函数的使用、数据管理、

图表的制作等操作。本题在考卷中分值为 11 分，试题库中共计有

160 道题。

6.PPT 操作题

主要考核幻灯片的制作和编辑、动画的设置以及幻灯片的放

映等，包括：幻灯片的编辑、格式设置、版式、背景、动画设置、

切换效果、页眉页脚等操作。本题在考卷中分值为 8 分，试题库

中共计有 100 道题。

（三）应用效果分析

在《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中，采用试题库进行课堂练

习和在线考试，学习效果和教学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1. 能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学生通过在线考试系统的练习功能来进行知识的理解和复习，

使复习更加有效果，更容易记忆，能够加快对课堂知识理解和记忆。

2. 提高了期末考试的及格率

随机抽查六个班期末考试的情况对比，及格率从之前的

82.5% 调高到 89.3%。

3. 解决了教师出题的主观性问题

过去期末考试命题一般由一位老师负责，在命题上有一定的

主观性，会造成试题偏难或过于简单，使用试题库根据设定的参

数随机抽题后，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试题库的建设，促进了教考分离，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同时试题库的建立为考试组卷和评阅试卷提供了便利，减

轻了教师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教学质量。并且，

利用计算机进行随机抽题，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确保试题的

范围和难度的统一，保证了考试的公平、公正、合理。

四、结语 

试题库的建设和维护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

计算机技术也在变化，知识也在更新，因此试题库也需要不断更新。

题目更新应充分结合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学科发展的新动

向和出现的新知识，使得计算机教育跟上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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