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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课前评测评价合理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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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前评测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逐渐在高校中普及，及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点的把握情况，以加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传

统的评测方式虽然在信息化发展的情况下得到更好的应用，却未解决传统评价对学生学习效果存在的偏差。以高等数学课程

为例说明，课前评测存在评价合理性问题，仍需进一步改进现有的评价体系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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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2 年 3 月，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印发〈教育信息
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中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带
动教育现代化”。在 2017 年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加快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

习型社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谋划教学改

革，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课堂教学的改革。而利用信息化技

术推进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是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重点

和难点。近年课前软件应用逐步增多，如蓝墨云、雨课堂等

都可实现教学所需功能。但受软件本身属性以及客观因素的

影响使这类软件的测试结果不能较好的反映学生之间的差异

以及对不同深度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会对学生的真实评测存

在偏差，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认知不到位，大大

的增加了学生课后自主学习、精准学习的难度。并且给教师

在教学方案调整上增加难度。为此对当前课前测试模式进行

研究，并结合实际教学给出一些建议。

二、研究现状

采用评测成绩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的方式由来已久。

传统的方式以绝对分数作为学生成绩，中国的评价标准是百

分制下六十为及格，部分国家采用的是以平均分或者中位数

作为及格的标准，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时不同的方法各有

利弊。

在国外，精准教学的相关研究尽管已历经半个多世纪，

但进展缓慢，主要集中于通过教学实验测试评估精准教学的

效果。Gallagher、Strmgre 等在数学教学中进行了精准教学实
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教学对于数学学习困难的学生有

显著作用。在信息技术推动的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我国相对

于国外研究，精准教学理论的应用局限性更加明显［1-4］。

三、研究方案

在传统测试方式背景下，对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学

习中的波动变化进行分析，得出传统测评方式下学生的评价

结果，分析其与学生的真实情况的偏差，结合实际教学给对

传统的课前测评进行改进。

根据现有条件建立题库，对学生测试情况进行分析，在

学生与学生、班级与班级之间进行比较。通过分析了解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整个学习中学习状况。进而判断课

前测评与学生的真实情况的偏差。

综合已有学科题库和网络上现有的题库建立本项目题库，

对 2019 级生科、土地资源、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 2 班四个

不同专业班级进行测试，通过后台获取学生作答数据，以正

确率反映学生知识点的掌握程度，用均值、标准差等分析衡

量题目的难易程度，通过标准化对题目剔除难度进行分析，

比较题目难度对学生测试成绩的影响。

对于学生个人，分析每个同学各次测试之间的关系了解

波动情况，用标准差反映稳定情况，以学生各次测试间的相

关性衡量学生是否会受到其他测试的影响；对班级整体，根

据正确率波动情况，反映整体集中趋势。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对高等数学（一）的知识点与题型进行了整理、收集，

构建基础试题库，并对学生进行课前测试，得到各次测试的

结果。针对学生测试结果从班级学生和各个班级间两个方面

进行分析。

以生科班为例对各班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学生每次课前

测试的情况，计算出每位学生各次测试的正确率，以学生的

正确率来反映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将正确率做百分制

转换。为排除学生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剔除学生在所有次测

试中成绩最好和最差的两次成绩，得到各次测试结果基本情

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次测试基本情况

各次测试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平均水平由 40.37%到

81.16%的正确率间波动，该班学生学习成绩整体呈集中趋

势，整体水平较为良好，各次的知识点掌握程度一般。

以该班同学测试的正确率为基础计算标准差，计算所

得标准差反映学生在各次测试间的波动情况，数据情况显

示，学生各次成绩波动情况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取值集中在

0.156-0.264 之间，由波动情况分布的标准差可知，测试的同
学在各次测试中表现均较为稳定，无明显波动。

结合测试的难易程度之间可知，题目较难的时候，该班

同学整体学习水平较低，该班的成绩标准差为 0.199，相对题
目较为简单时，标准差在 0.131-0.177 之间，整体波动情况还
是比较大的，说明题目的难易程度对班级学生的整体水平影

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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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次测试之间的相关系数

对学生每次测试成绩进行标准化（标准化 =（正确率 -

均值）/ 标准差），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剔除题目难度对学生
成绩的影响，对学生标准化之后的值进行相关性分析，排除

难度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来了解学生各次测试之间的关系，通

过计算的到每次测试成绩之间的（排除难度）相关系数，绘

制如图 3 所示，可知，除去其中（2，3）次测试（相关系数

为 0.49）以外，其他次测试相关系数均小于 0.3，因此，可以
说明每次测试与其他此测试之间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也

说明了难度对于测试之间的关联并无影响。

对生科班学生分别从均值、标准差、题目难易程度和相

关性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可知该班学生学习成绩整体呈集

中趋势，整体水平较为良好，测试的同学在各次测试中表现

均较为稳定，无明显波动，题目的难易程度对于班级学生的

影响程度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因为测试的内容是按照课本每

章小节去进行测试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不太大，所以导致

每次测试与其他此测试并无明显的关系。因此，采用测试的

方式对学生的评价是不全面的，还需改进。经过对其他各班

的分析，生科班测试分析的结果也适用于其他班级。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课程改革，在教育改革中一个重

要内容就是传统的学习方式发生转变，其中对学生进行信息

化的课前评测是改革转变内容之一。课前评测不仅帮助教师

及时调整教学方案、更精准的引导学生，让其在教学实践中

有更广阔的选择和余地。而且，使学生更加清楚在学习中的

需求、及时调整学习方法，帮助学生正确的了解自己。这种

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传统的教育模式从微观走向个体，

帮助教育信息化走向高效、精准、科学、持续的发展方向。

本论文是围绕课前测试及学生评价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进行研

究，将此题库应用到为期四个月的实际教学中。通过对学生

测试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测试之间并无太大关联，同

学在各次测试之间表现均稳定、成绩差异较小，但测试受题

目难度影响较大的；对四个班所有测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

基本相同，总体上都是说明了传统的测试方式对学生的评价

是不全面的，还存在诸多问题，评价方式还需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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