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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程小题库考试合情合理 

汪述成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海南海口  571126 

摘  要：本文首先论证了理论课程期末检验根据是否提供题库分为有题库考试和无题库考试，接着分析了有无题库的考试的利弊，认为小

题库考试既能保证知识点的覆盖又能克服考试的弊端，刚柔并济，合情合理，最后用海科大城建学院工程造价专业 2023-2024 第一学期建

筑施工技术与组织课程的小题库考试，实证了小题库考试可信、可靠、可行且具温情。 

关键词：理论课程；小题库；考试；合情合理 

中图分类号：G47 

 

正文 

1.绪论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1]，集中讲授理论的课程就是理论课程，如

语言科学的读音规则、语法、写作方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公

理、定理，再结合对这些规则、方法、公理、定理在纸面上、生理

上和心理上的演练整合成的系统知识与练习就构成理论课程，如中

小学的语文、数学、物理，大学里的工程财务管理、工程技术与组

织。 

对理论课程通常采用全过程[2]教学，包括课前预习、课中教学、

课后作业、实训作业、期中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课前

预习、课中教学、课后作业是师生自主教学，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毕业考试、升学考试是学校、国家对学习成果进行检验。 

考试按出题人是否给考生提供题库可分为有题库考试和无题

库考试，有题库考试是指考前出题人提供题库，所有考试题目从题

库里抽取后组合成试卷，或从题库抽取后将题目适度修改后组卷，

且即使对题目进行修改，也只修改题库题目的中的数据、形式，而

不改变题目的解题思路、解题过程，考前还给考生提供考纲、题型

和样卷；无题库考试，是指出题人在考试前不给考生提供题库的考

试，考前只给考生提供考纲、题型和样卷，比如当前的中考、高考。 

2.考试的利弊 

对教育及教育监管单位来讲，考试可以快速地、大规模地对学

习成果进行检验，一套题下来，成十上百、成千上万的考生或人才

就可以被筛分，其功效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在以前，教学资源少、

教学条件落后，学习检验的方式少，考试对学习的促进、人才的选

择和培养起到了“一考定终生”的作用。 

而教育教学发展到今天，教育教学的资源、方式已经铺天盖地，

对考试的备考技巧也被广泛、深入地开发出来，不为前程，只为前

途的考试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通过高强度精准刷题进入名校的

都只是一些会刷题、会考试的考试机器而已，导致各类毕业生进到

工作岗位针对当前及未来问题的创新能力及专注能力缺乏。 

全国恢复高考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再到工作岗位，这个流

程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造就了大批量的人才。 

而投资多元化、项目多元化、技术快速演变的今天及未来，上

部密实、下部密实、中部密实、周边也密实的整体全密实知识结构

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更倾向于中部密实周边稀疏的空间知识结构，

给知识重组和转向留出时间、空间和精力。 

过去及当前的无题库迷宫式考试出题给社会、学校、家庭、考

生的压力是空前的，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实中，常态化问题都摆在

那里，不是迷宫或很少有迷宫，而对于迷宫似问题偏多的侦破类专

业与技能可以专项学习、训练、检验。 

3.小题库考试方案 

3.1 小题库考试含义 

考试有利有弊，为趋利避害，考试就可以、应该演化为“小题

库考试”。 

所谓小题库，是指根据各门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点和考试

时间通常 90-180 分钟限定的题型和题量为基础，依据不同层次的

考试安排 3-20 倍的题量形成各门课程的考试题库，大学课程及小

学的期末及升学考试题库可以 3 倍题量；初中及高中的期中、期末、

毕业考试题库可以 5 倍题量；初中升学考试题库可以 10 倍题量，

高中升学考试题库可以 15-20 倍题量，为加大中高考的难度与区分

度，且为防止考生硬背题目及答案，考试题目从题库抽取后可以适

当修改题目已知数据与题目形式。所有题库应在考前权威地公告每

位考生，且让考生有充分的备考时间。 

变换题库题目的数据与形式，可以防止考生机械背诵题库的题

目与答案，适当增加题目难度，比如，若初中物理毕业考试从考试

题库中抽选出的一个单选题目是： 

某段电路通过的电流为 10A，用电压表测得两端的电压是 21V，

则该段电路的电阻是（C）Ω 

A.3.0       B.2.2      C.2.1      D.210 

该题目的解答过程是： 

电阻 R=电压 U÷电流 I=21÷10=2.1Ω[3]，答案为 C。 

出题人从初中毕业考试题库里抽取的这个题目考查学生对电

阻这个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为了避免学生机械性地记忆题库的题目

和答案，就可以调整题目中的已知数据、选项数据及选项分布，如

可把题目及选项调整为： 

某段电路通过的电流为 5A，用电压表测得两端电压是 20V，

则该段电路的电阻是（A）Ω 

A.4.0       B.100      C.0.25      D.10.0 

该题目的解答过程是： 

电阻 R=电压 U÷电流 I=20÷5=4.0Ω，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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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样的考试规划、出题设计以及题库的规模安排后，既能

保证知识点的覆盖又能克服考试的弊端，刚柔并济，合情合理。 

3.2 小题库考试案例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简称“海科大”）城建学院工程造价专业

2021 级 1 班 2023-2024 年第一学期开设有“建筑施工技术与组织”
[4]课程，期末检验按“小题库考试”进行，期末成绩的 60%计入期

末总成绩，其它方面的：平时考勤、课前作业、课堂表现、课后作

业及实训作业按各自权重汇总后的 40%计入期末总成绩，最终形成

期末结课成绩计入学生结业或毕业成绩单里。 

海科大城建学院工程造价专业建筑施工技术与组织课程期末

理论考试命题明细如表（1）。 

表 1  海科大理论考试命题明细表 

  城建学院

学时 % 分数 % 题量分值 题量 分值题量分值 题量分值

1 第1章 绪论 2 8 5 5 1 5

2 第2章 土方工程施工技术 2 8 6 6 2 4 1 2

3 第3章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技术 2 8 6 6 2 4 1 2

4 第4章 砌体工程施工技术 2 8 8 8 3 6 1 2

5 第5章 钢筋砼工程施工技术 2 8 10 10 1 10

6 第6章 结构安装工程施工技术 2 8 8 8 2 4 2 4

7 第7章 屋面及防水施工技术 2 8 8 8 3 6 1 2

8 第8章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技术 2 8 8 8 3 6 1 2

9 第9章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2 8 8 8 4 8

10 第10章 建筑工程流水施工 2 8 10 10 1 10

11 第11章 网络计划技术 4 15 14 14 2 4 1 10

12 第12章 绿色施工技术 2 8 9 9 1 2 1 2 1 5

26 100 100 100 20 40 10 20 2 10 3 30

26

（√）闭卷  □开

卷  □闭卷+开卷

序号

题型(1) 题型(2) 题型(3) 题型(4)

单选题

合计

理论学时

判断题 简答题 计算题

90分钟

章（节）/模块名称或考试内容

课程归属单位

适用年级专业 2021级所有专业/工程造价

学时分布 考分分布

课程名称 建筑施工技术与组织

 

该课程根据教学大纲和考试时间 90 分钟的要求选择了单选题、

判断题、简答题和计算题四种题型出具 A、B、C 三套考试试卷形

成考试题库下传各位学生备考，上交教务处抽卷复印出卷，最终教

务处抽的是 B 卷。 

该门课程经 2023-2024 第一学期第 2-15 周教学，第 16 周考试，

题库于第 14 周下发学生，第 16 周上交教务处并组织考试，全班 50

个同学参考，经阅卷后分析，最高分满分 100 分 5 人，最低分 48

分 1 人，平均分 85 分，90-100 分 22 人，80-89 分 12 人，70-79

分 9 人，60-69 分 6 人，0-60 分 1 人，及格率=49/50=98%，优良率

=34/50=68%，考试/人数段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考试人数/分数段分布图 

这样的考试设计和出题，100%覆盖了所学内容，学生备考有

据，考试结果表明，全班成绩优异，考试成绩分布不完全呈正态分

布[5]，而是分数段位越高人数越多，这表明全班学风踏实、积极，

也有一个不及格学生，表明不认真备考也会考不好，说明小题库考

试可信、可靠、可行。 

4.结束语 

对于知识点很多、实操性弱的理论课程的教学，教学到最后，

若不进行检验，就不知道学生学得怎么样，若过度检验就会造成过

大压力，怨气满天飞。理论是基础，而也只是基础，我们知道钢筋

砼桥梁，桥面的水泥砼强度一般要求至少 50MPa，下部结构 40MPa，

而基础一般 20-30Mp 即可，即是说，对于理论课的检验方式，考

试会比较方便，小题库考试则更实用，是合情合理的，既能达到教

学及监管单位检验学习成果的需求和要求，也能满足同学们轻松备

考、愉快备考的温馨愿望。 

为了增加升学考试的区分度，少数招生学校在理论课程考试后

可根据自己招生专业的需要，针对个别知识点设置一些素质性、实

验性实操题目再次筛选，以选出更具潜力、更具活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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