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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形成性考核的实践与思考 
官茜 

（武警工程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86） 

摘要：考核工作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检查教师教学质量和考查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为了发挥考核在电
子技术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考试进行了改革，从过去单一的期末终结考试转向理论与实践、“终结”
与“过程”、“线上”与“线下”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形成性复合型考核形式，以期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积极性，提高学生课前课后学
习的能力，提升“教与学”质量，促进电子技术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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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工作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检查教师教学质量和

考查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教学体系改革下，《电子
技术基础》的教学也遇到新的挑战，怎样在新的教学改革下提升教
育质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科技人才是当下急需思考、解决
的问题。为了发挥考核在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本教研室团队对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考试进行了改革，从过去单
一的期末终结考试转向理论与实践、“终结”与“过程”、“线上”
与“线下”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形成性复合型考核形式，以期调动学
生学习、思考积极性，提高学生课前课后学习的能力，提升“教与
学”质量，促进电子技术教学质量。 

一、目前电子技术基础考试存在的问题 
以往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考试存在一些问题，如考核内容重理论

轻实践、考试方式较单一、考试重结果轻过程等，导致评价体系不
完善、不全面，使其不能全面评价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学生积极
性不高，反感甚至厌恶考试；不能督促学生形成持续性学习的好习
惯；导致学生学习知识点片面化等。 

近年来，虽然配合学校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在课程考试方法和
内容上均进行了改革和完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考试内容仍重
视理论，实践部分占比较少；(2)考试形式仍不够丰富，多以纸质闭
卷为主；(3)考试注重结果，对过程学习不重视，导致学生无持续性
自主学习，偏离素质教育的真正目的。 

二、考试改革思路 
（一）丰富考核形式 
在考核内容方面，根据课程特点，注重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

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增加实验技能的考核，包括实验过程中的课
堂学习态度、实验器材操作细节、独立完成能力等；增加实际应用
电子技术，结合实际电路加深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运用，注重工程思
维的培养；增加开放性设计课题，分设小组，让学生自己学习、讨
论、设计完成相应课题，提升学生自我学习、分工协作及综合分析
能力。另外，本教研室团队还丰富了考核方式，除笔试外，增加随

堂测试、课堂展示等形式。 
（二）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 
以往传统终结性考核的成绩由平时成绩(20％)和期末笔试成绩

(80％)组成，以往平时成绩的打分依据主要是学生作业(10%)和实验
报告(10%)，重考试结果轻过程。现在在平时成绩的考核中加入对学
生学习全过程的形成性考核，全面评价学生学习情况。本教研室在
考试中增加过程性考核，总成绩包括平时成绩(随堂测试、线下作业、
课堂参与、实验技能)和期末考核。另外，调整各成绩占比，将平时
成绩占比增大，占 40％，包括随堂测试占 5％、作业占 10％、课堂
参与占 5％、实验技能占 20％；期末考试占 60％，在评价内容方面，
不单局限于学习的单一知识点，还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方法、课堂
展示、分工协作能力等方面。 

（三）线上与线下考核形式结合 
目前互联网技术已经飞速发展，依托互联网技术的课程中心、

考试中心给课程学习带来便捷，也丰富了考试方式。本教研室团队
改革后的考核方式充分利用线上(互联网)与线下(课堂及笔试)结合
的形式。首先，为了丰富题库，建立电子技术基础试题库，期中或
期末等阶段考核通过题库组卷，减少教师组题的工作量，同时也避
免教师组题主观性；另外，采用雨课堂进行随堂测试、提交课堂作
业及收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等。 

三、形成性考核改革方案 
从体系设计定位来说，《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形成性考核绝不仅

仅是平时作业，它在课程目标、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以及
所占分值等方面均表现出与传统考核不同的特点。在《电路基础分析》
课程形成性考核体系设计过程中，应当着重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能否真实反映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效果；二是能否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和协作学习的能力；三是如何确保课程考核结果的可信度。 

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电子技术基础》紧紧围绕实际能力，以
项目任务为中心建立了《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形成性考核体系(表 1)。 

表 1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形成性考核体系 
考 核 主 要
内容 

考核项目 分数分配 总分 评价主体 

课堂参与 
学习态度 
课堂回答问题 

5 
个人（30%） 
同学（30%） 
教师（40%） 

随堂测试 5～8 次（平均值） 5 教师 
线下作业 5～8 次（平均值） 10 教师 

平 时 考 核
40％ 

实验技能 10 次（每次 2 分） 20 
个人（30%） 
同学（30%） 
教师（40%） 

期 末 考 核
60％ 

闭卷笔试 选择，填空，简单计算，综合大题 60 教师 

四、总结 
通过对电子技术课程考核形式及内容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一

套较科学合理的考试体系，充分发挥考试在教学中的作用。改革以
往“一考定成败”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考核面扩宽后，能全
面对学生进行考核，包括理论知识、实验操作、创新思维能力、口
头表达能力和科研能力等；过程考核提高了学生课堂及课下的学习
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自觉性，使其能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学习，
避免了“考前突击学习，考后全然不知”的情况；考核过程中利用
雨课堂等互联网技术完成，在当下网络时代，学生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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