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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机及分析化学”作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药学、药物制剂、制药工程和中药学等专业必修基础课程，本研究对该课程的
教学过程考核改革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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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从事制剂制备、药品检验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将专

业与行业企业需求密切结合。根据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将药

学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两整和成一门无机及

分析化学课程，消除了重复脱节现象，强化了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

与化学分析方法之间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基础性、应用性和实践性。 

1.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考核方式现状及存在问题 
当前《无机与分析化学》考核方式包括平时考核（30%）和期

末测试（70%），此种考核方式存在的问题有： 

⑴重视笔试成绩，期末笔试成绩占 70%，使学生形成了“缺课

补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学习局面，学生过分关注考试结果，而忽

视个人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的发展，不利于高素质创新人才的

培养[1]。 

⑵注重对单一知识点的考察，教师出题偏重于基本概念和理

论，比如现代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混合碱组分测定与计算等，

学生往往死记硬背概念而不会应用其解决具体问题。学生学习目的

主要是应付期末考试，其主动学习愿望不强烈[2]。 

⑶《无机及分析化学》当前过程考核项目主要有：考勤、平时

作业、课堂表现等，这些考核项目的评分尺度不好把握，尤其是课

堂表现有些学生从不缺勤、课堂遵守纪律但他的心却不在教室。另

外现在课堂表现的评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缺乏公平公正性。 

因此，需要探索和建立一种新的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既能

测试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能促进学习主动性的提高。 

2.考核方式改革思路、方法及方案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组成员对过程考核的方式、方法及可

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讨，确立了基于“云班课”平台的考核

手段，细化了考勤、教学资源的学习（ppt、视频、课外资源等）、

测试、投票、作业和小组任务等过程性考核条目的所占比例、评分

细则、学习资源整合、测试考点和投票内容等。加大对学习过程的

记录和评价，不仅抓课堂教学，而且关注学生学习结果和过程评价，

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3.考核方式改革方案 
3.1 考核方式和成绩比例 

平时考核借助云班课平台，占总成绩 40%。主要由签到、教学

资源的学习（ppt、视频、课外资源等）、测试、投票、作业和小组

任务这六部分组成。平时考核成绩为：签到（10%）、教学资源的学

习（ppt、视频、课外资源等）（15%）、阶段性测试（25%）、投票（5%）、

作业（25%）、小组任务（20%）。 

期末考核采用闭卷笔试，占总成绩 60%。 

3.3 过程考核细目设计 

过程考核项目明细： 

签到：按照出勤率计算。 

教学资源学习：发布 20 个教学资源，每个教学资源 5 个经验

值。 

阶段性测试：进行 4 次阶段性测试，经验值 25 个/次。 

投票：投票 10 次，经验值 10 个/次。 

作业：10 次，每次 10 个经验值。 

小组任务：小组任务 10 次，每次 10 个经验值，主要由教师评

价（40%）、小组互评（30%）、组内互评构成（30%）。 

3.4 笔试命题改革的具体要求和规定 

笔试题型：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述题和计算题等，其

中客观题占 30%，主观题占 70%，简述题和计算题方面包含一定比

例对基础知识综合应用能力方面的题目，提高学生对基础知识综合

应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4.考核时段改革实施效果分析 
2019级药物制剂和中药学做对照班沿用传统过程考核方式，期

末采用统一试卷进行测试，总成绩见表1。表1中试点班的不及格率

低于15%，对照班中药学和药物制剂专业不及格率均在20%以上，

考核改革试点班不及格率明显低于对照班。 

表2 2019级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总成绩统计表 

专业 个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标准差 不及格率 

制药工程 30 94 43 71 12.9 10.0% 

药学 55 94 51 72 10.5 14.5% 

中药学 33 89 43 66 12.1 33.3% 

药物制剂 18 86 32 65 12.9 22.2% 

2019级药学、制药工程2个专业过程考核成绩各项目得分率进

行统计,结果发现投票问卷项目的得分率最高，制药工程专业得分率

均为1.0，药学专业得分率为0.9。其次是视频资源和非视频资源的

学习情况，制药工程和药学专业的得分率均为1.0。签到项目中可以

看出制药工程和药学专业学生到课率较高。建议在今后的教学中加

强作业/小组任务的训练，提高学生对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兴趣。 

5.结 论 
随着新时代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我们针对《无机及分析化学》

课程提出了新的过程考核模式，采用云班课APP对学生发布课前任

务、签到、分组任务、问卷调查等项目，并对实施过程进项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加大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力度，实施过程中需要

老师投入更多精力，提前在云班课APP上建好学习资料、问卷调查、

分组任务等，同时需要学生的大力配合。从期末笔试成绩和总成绩

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较上一年有了较大的提高，大部分学生比较认同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此外，在完成小组任务的

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强化书本知识，同时可以加强团队合作意识，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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