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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强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学业考试作为高校教学与管理的重要一环，不仅起到以考促学的作用，同时对高校教学任务的完 

成起到必要的监督。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带来的教学和管理压力，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学业考试 出 

现 了形式化、功利化、舞弊盛行等新问题。树立科学的学业考试观、强化考试管理、变单一考试为多元评价不仅有 

利于解决上述问题，对提高大学生素质，优化高校教学和管理，净化学术风气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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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学业 考试 是 测量 学 生 在 一 段 时 间 的 学 习 

中 ，知 识掌握 和 能力 发 展 上取 得 何 种 程 度进 展 的考 

试 ，即测量学 生 的学 习 实现 教 学 目标 的 程 度 。它 

是一 种水平 考试 ，是 为考 查 学 生 是 否 达 到规 定 标 准 

而采 取 的一 种标 准参 照性测 验 。试 卷水 平对 考生 而 

言是绝对的，即根据考试大纲确定考试范围、合格标 

准，这个标准不会 由于考生水平提高或降低而变化 ， 

通过组 织学业 考试 和考 试复 习 ，达 到检查 、反馈 和 评 

定教学效果 、激励教学改进 、提高教学质量 、督促 学 

生学 习的 目的 。 目前 ，我 国在 校 学生 的学 业 成绩 考 

试 ，已经 形成 相应 的制度 ，并成 为整 个教 育体 系 中的 

有 机组成 部分 。但是 ，随着高校 大规 模扩 招 ，学 业 考 

试 这一教 学过 程 的重 要环 节 ，出现 了许多 新 问题 ，我 

们正在进行着的教育改革 ，也对学业成绩考试提 出 

了更 高 的要求 。 因此 有必 要重新 探讨 学业 考试 的功 

能 、认真分 析 目前学业 考试 中存 在 的问题 ，并进行 合 

理改 革和完 善 。 

一

、学业考试的功能 

1．教育功能。首先，学业考试对学生具有以考 

促学 的功 能 。 为 了 在 各 种 不 同 的考 试 中 取 得 好 成 

绩 ，学 生必须 认 真 听讲 ，努 力 学 习 ，设 法 弄 明 白 尚未 

清楚 的问题 ，刚脱 离 高 中 “苦 海 ”的学 子 ，就 不 会 把 

书本束 之高 阁 。试 想 ，如果没 有学 业成 绩考 试 ，有 一 

些大学 生不 仅在平 时 ，而且 可 能 到 期末 都 还 不 会 抓 

紧时 间认 真学 习。正 是 在 考 试 的促 迫 和 压 力 之 下 ， 

一 部分 惯于 过舒 服 轻 松 的 大 学 生 活 、把 (大学 )uni— 

versity视 同“由你玩 四年 ”的学 生 才 会 紧 张一 下 ，投 

入到 学 习中去 。 

其次 ，学 业 考 试 对 教 师具 有 以考 促 教 的 功 能 。 

作为 教学 成效 的检测 手段 ，考试 的成 绩一 目了然 ，具 

有客 观性 与可 比性 。因 此 ，考 试一 方 面 督 促 学生 学 

习 ，另 一方 面则 督促 教 师 教 学 ，使 教 师 努力 从 教 ，认 

真上课 ，细 心辅 导 ，努 力提 高业务 水 平并通 过考 试手 

段促进 教学 工作 。同时 ，为使教 学工 作更 有针对 性 ， 

效果更 好 ，教师 就必 须 随 时 检 查学 生 对 知识 技 能 的 

掌握情况 ，检查教学 目标的落实情况和教学措施的 

实施效果 ，及时得到反馈信息 ，以便发现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 ，及 时改进 教学 工作 。 

2．评估功能。学业考试对教学水平 和结果具有 

评估 作 用 。考 试 是评 价 教 育 的一种 基 本 方 法 ，也 是 

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进行 的定量评价。一方面，通 

过学 业成 绩考 试 可 以评 定 学 生 的学 业 成 绩 ，反 映 出 

他们 对教 学大 纲所 要 求 内容 的 掌握 程 度 ，衡 量 他 们 

是 否达 到教学 目标 。教 师可 以依据 考试 成绩 大致 评 

定每 个学 生 的学业 优 劣 ，实 际 上 高校 也 把 学 生 的 考 

试成 绩作 为学 生能 否升 级或 毕业 的主要 依据 。另 一 

方 面 ，考 试又 是教 育行政 部 门检查 各学 校教学 质量 ， 

评价 教师 教学 效果 的重 要手段 。评 价一 个学 校或 教 

师 ，往往依据他们所教学生在各种考试 中取得的成 

绩 。如 ，近年来 教育 部实施 的高校教 学水 平评估 、高 

校教 学工作 评估 都把 学业 考试 的实施 情 况作 为高校 

学生 素质 、高校 教学工 作评 估 的重要 一环 。 

3．社会功能。学业考试不仅是高校教学过程 的 
一 部分和提高教学质量 的重要手段 ，还担负着一定 

的社会 功能 。社会 各 方 面选 拔 人才 ，均需 要 对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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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 业成绩 进行 考查 和 评 定 ，越来 越 多 的人员 录取 

都要参看在校学 习期间的考试成绩。如此看来 ，大 

学生 的学业 考试 成绩 就 不 仅 仅 只是 决 定 升 留级 、获 

得学 分 、毕业 和用 于各 种评 奖 ，还关 乎一 个人 的未来 

职业 和发展 前途 ，进 而 和 国家 选拔 人 才 的要求 紧密 

联系起来 ，发挥着维持社会平衡的作用 。另一方 

面 ，由于学业 考试 将 前 人 的知 识 经 验通 过 试卷 考 核 

的形 式 ，传 授给学 生 ，对人类 精神 文化 的保存 、传 播 、 

发展 同样起 到 了不可 忽视 的作用 。 

二、当今学业考试存在的问题 

建 国后 在批 判继 承 民国考 试制 度 的基础上 建立 

了新的学业考试制度 ，对学校正常教学 的进行 和学 

生学习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 80年代 

以来受 急功 近利 和其 他 不 正 之风 的影 响 ，高校 学 风 

每况 愈下 ，学 业考 试舞 弊之风 盛行 ，虽然 国家 出台 了 
一 系 列措施 遏 制 了这 一 不 良风 气 ，但 并 未根 治 。20 

世纪 90年代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 的迅速扩大 ，学生 

数猛 增 ，加之 合校 并 校 及 院校 升 级使 得 高 校规 模 膨 

胀 ，给教学 管理带 来严 峻挑 战 ，学业 考试 也 出现 了诸 

多亟 待解决 的 问题 。 

1．考试观念的异化。其一，手段异化为目的。 

学业 考试本 来是监 测 学生学 习情况 和教 师教学 的一 

种教学手段 ，其作用却被过分夸大 ，逐渐蜕变为学生 

努力 学 习 、教师认 真备课 的最 终 目的 。其二 ，考 试心 

态功利化。由于学业考试关系到奖学金 、毕业证、选 

拔人 才 、教 师评 比等广 大师 生 的切身利 益 ，受 利益驱 

使 ，相 当一部 分学 生 为求高分 弄 虚作假 ，一些教 师为 

得到 学生 好 评 和 应 对 上 级 检 查 也 降 低 对 学 生 的要 

求 ，滥给成 绩 ，一 些 高校 或 某 些 科 目中 ，学 期 考 试竟 

然 “消灭 了”不及 格 ，甚 至不 再有 70分 、80分 以下 的 

成绩 ，绝大多数学生的分数都在 80分以至 90分以 

上 ，大学 生 的 学 业 成 绩 分 布 出 现 了 严 重 的 “负 偏 

态 ” ]。其三 ，考试 成绩 异化为 评价学 生优 劣 的唯一 

标 准 。无 论是 管理 者 或 是教 师 甚 至学 生 自己 ，都 不 

自觉地将考试成绩好的学生简单视为“好学生 ”，却 

很 少考虑 到高 分者 其他 方 面 的不 足 ，这种 一 好 遮 百 

丑 的光晕 效应 ，进一 步加 重 了“分 数 决定 一 切 ”论 调 

的泛滥 。 

2．考试管理的不足。由于学业考试基本由各高 

校 自行组 织 ，虽然 在一 定 程 度 上保 证 了学校 按 照 自 

身特点 制定考 试规 则 和 内容 ，但 同时 也 缺少 了有 效 

的外部监督。一些学校在组织考试时缺乏科学性和 

严密性 ，管理人 员责任心不强 ，把考试 当成例行公 

事 。监 考 队伍 良莠 不 齐 ，对 监 考人 员 负 有 监督 之 责 

的巡考员 ，监督作用不甚明显。学校对于违反纪律 

的老 师和学生 在处 罚上 也 是 “睁一 只眼 闭一 只 眼 ”， 

使考试纪律不能发挥出应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更 

为严重的是 ，由于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和人 为原 因使 

得一 些试 题 在 考 前 就 “流传 到 民间 ”，考 场 秩 序 混 

乱 ，使考试失去了应有的信度和效度 ，难以达到以考 

促学 的 目的 。 

教育部曾多次下文 ，要求加强高校考试管理和 

考风 建设 ，各个高 校也 制定 了很 多相 关政策 ，加大 了 

对作 弊等不 良风气 的 打击力 度 。但考 试舞 弊现象 并 

没有 减轻 的趋 势 ，反 而 愈 演 愈烈 。舞 弊 手段 已经 从 

传统的挟带小抄 、传抄答案 ，发展到手机短信 、无线 

耳机 等现代 化作 弊方式 。更有 甚者通 过各种 渠道 向 

老师 索要考 试题 目、买卖 试卷 、枪手替 考 。舞 弊之 风 

不仅破坏了考试公平 、公正原则 ，也使得学生的诚信 

度受 到置疑 ，不 利 于 自身 发展 。最 终 不 利于 整 个社 

会 的诚 信建 设 。 

3．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僵化。考试形式比较单 
一

，考试方 式基本 以闭 卷 、笔试 为 主 ，大 多是 统 一 考 

试 ，缺 少 因材 施 教 。命 题 偏 重 于对 学 生 书本 知 识 掌 

握程 度 的考 核 ，考 前 划 范 围成 为 大家 不 说 自明 的考 

前须 知 。考 试题 型 是千 篇 一律 的选择 、填 空 、问答 、 

论述 ，考试 内容也 仅局 限于理 论知识 ，且 大多是记 忆 

性知识。忽略了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 

力等其 他体 现学 生素质 的 内容 。这也 在一定 程度 上 

纵容 了学生 考前 突击 ，考后 即忘 的不 良学 习 习惯 和 

态 度 。“上课 记 笔记 、考 前 看 笔 记 、考 试 背 笔记 、考 

后 丢笔记 ”成 了学 生 应 对 考试 的 真 实 写 照 。因 此 ， 

很 多学生平 时上课 不 听课 ，只要 考试 之 前背 老 师 划 

的 重点就 能得高 分 ，考 完后就 把考试 内容 忘记 ，书 中 

的内容更是 不 知所云 。这种 只注重 学生记 忆能 力而 

不 注重学 生理解 、分 析 和创 造 能 力 考核 的考试 形 式 

内容，不仅不能确切反映教学质量 ，而且不利于增强 

学生的学习动机 ，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4．重结果轻过程，重智育轻德育。学业考试本 

来 是 以考 促学 ，以考 促管 的重要 手段 ，但 是 由于对考 

试 理念 的误 读 和考试 执行 的偏颇致 使学业 考试 在某 

种 程度上 却蜕 变为教 与学 的 目的。高校 学业考 试重 

点 放在期 中考 试和 期 末 考试 ，对 平 时成 绩 的考察 流 

于形式 ，往往 一次 考试 就 决 定 了学 生 一学 期 的 学 习 

成 绩 。正因 为如此很 多平 时不 抓紧时 间认真 学 习的 

学 生 ，到了学 期 末 临 时抱 佛脚 ，“开 夜 车 ”以期 突击 
一 个好 成绩 。不少平 时认 真学 习的学 生 因为偶 然 因 

素，而不能发挥出应有水平 ，使考试公平性 大打折 

扣 。而且 目前 的学 业考试 还是 停 留在 对知识 层 面的 

考察 ，对学生 思想道 德难 以有效 评价 ，使得教 师平 时 

将 大 多注意 力放 在学 生 的学 习成 绩 上 ，缺少 对 其 思 

想道 德方 面的教 育 ；学 生也 只是埋头 于 书本 ，忽 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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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自身修养 的提 高 。这些最 终都 不利 于学 生综合 素 

质的提 高 。 

三、对策 

学 业考 试如此 重要 ，又 弊病丛 生 ，理 应 拿 出更 完 

备的 策略整 治上 述 问题 ，不 能 盲 目依 靠 旧有 的僵 化 

管理 手段 。应该立 足 现实 ，多管 齐下 ，做 到思 想观 念 

和具体管理协调一致 ，标本兼治。 

1．树立科学的学业考试观。首先，考试严格说 

来 还 只是一 种教 育测 量 的工 具 ，高 校 学业 考 试 不 仅 

可 以测 量学 生 的知识 和 能 力 ，还 可 以 全 面评 价 和 改 

进 教学 质量 。仅仅 停 留在片 面评定 学生 优 劣的工 具 

性 水平上 是远 远不 够 的 ，高 校 教 师 不能 把 考试 当成 

教 学 的 目的 ，过分 夸 大 甚 至滥 用 考 试 的作 用 。要科 

学 分析 考试成 绩所反 映 出的学 生知 识掌 握情况 与 智 

能 发展程 度 。其次 ，考试 作为 一种评 价 手段 ，现 阶段 

只能反 映学生 学业 知 识 的 掌握 水 平 ，并 不 能 全 面 反 

映一名学 生 的优 秀 与否 。因此 ，高 校必 须 弱 化 考试 

成 绩与评 优 、评 奖之 间 的联系 ，优 秀与否 应 由学 生 的 

综 合素质 高低 来决 定 ，而 不 能仅 仅 根 据 一 两 次 的学 

业考试成绩来决定。高校管理者和教师理应认识到 

学业 考试 成绩 是评 奖 评 优 的重 要 标 准 ，而 不 是 唯一 

标 准 。再 者 ，作 为大 学生应 有 自己的理性 思考 ，不 能 
一 味被考试 牵着 鼻子 走 。要 站在 提高 自身 综合 素质 

的 高度要求 自己 ，虚心 学 习各 方 面知识 、踏 实积 累经 

验 ，抛 弃 那 种 “平 时 睡 到 日晒 三 竿 ，考 前 突击 到 黎 

明”的应付心理和行为 ，做一名名副其实的高材生 。 

2．强化考试管理，杜绝舞弊。加强考试管理不 

仅是激 发 “教 ”与 “学 ”两 方 面积极 性 ，提 高教学 质 量 

的重要 保证 ，而且 是 树 立 良好 学 风 和 校 风 的关 键 环 

节 。做 好考 试管 理首 先 要 健 全 考试 制 度 ，规 范 考 试 

行 为 。针对 以往考 试 出现 的问题 及时完 善更 新考 试 

规 定 ，使 考试 规定 更 具 有 科 学性 和可 操 作性 。对 考 

试 的组 织 、命 题 、监 考 、阅卷评 分 、奖惩都 应做 出 细致 

规定 。面对 日益严 重 的舞 弊之 风 ，在 加 强 对 学 生思 

想 教育 的同 时 ，也要 加大对 制度 的实 施力 度 ，加 大对 

不 良风气的查处力度 ，对遵守纪律取得优异成绩 的 

学 生给 以奖励 ，对违 反考试 纪律 、败坏 良好 风气 的害 

群之 马也 绝不 姑息纵 容 。只有 奖罚分 明才 能体 现 出 

考试 的严 肃性 和重要 性 ，才 能保 证人 才 的质量 ，维护 

良好 的学 风 、校 风 。 

3．变单一考试为多元评价。第一，考试形式应 

多样化 ，内容要灵 活 丰富 。要根 据课程 体 系 、教 学 内 

容和学 生特 点采取 多样 的考 试 方式 ，如在 传 统 的书 

面考察形式 中增加一定分量的 口试或实验考核 ，将 

会 更具 活力 ，而且 学生无 法作 弊 ，能较 真实地 检测 学 

生 的学业 。开 卷 与 闭卷 结 合 、平 时 考 核 与期 末 考 

核结 合 、笔 试 与动手 实践 结合 ，达 ~lJx,l-学 生全 面 的考 

查 。这样 才能 有效 促 进 学 生 的学 习兴 趣 ，使 他们 认 

识到 考试 只是 评价 的一 部 分 ，只 有 注重 平 时 积 累 才 

能取 得好成 绩 。考试 内容 的改 革 和优化 要从 强调对 

知识 的识 记为 主转 变到对 知识 的理 解运 用 和培养创 

新能 力为 主 。注重考 核学 生掌 握综 合性 知识情 况 和 

灵活 运用 所学 知识 解 决 实 际 问题 的能 力 ；考 核 学 生 

创造性思维和掌握现代化技术 的水平 ；考核 内容要 

以知识为基础 ，能力为方 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继 

承与 创新并 举 ，强调 基础 、拓宽 领域 、重在 应用 、贵 在 

创新 。第 二 ，加 强平 时考 核力 度 ，注 重对 学 生综 合 素 

质 的考 查 。成绩 评定 除 了期 末 考 试 之 外 ，应该 与 平 

时表现 相结 合 。加强 平 时测试 ，特别 是能 力测试 ，记 

录在案 ，作 为评 定成 绩 的参 考 ，并 辅 之 以期 末 考 试 ， 

这 样评 定 的成绩 才 比较科 学和 全面 。如果 说 中学 时 

代 为 了升学 埋头 苦 读 ，那 么 大学 时代 则 需 要站 起 身 

眺望世 界 。大学 生 不仅 需 要 掌 握 丰 富 的知 识 ，更 要 

塑造健 全 的人格 ，只有 如 此 才 能适 应 现 代社 会 的要 

求 。试 卷设 计 时要 以所 学 知 识 为 基 础 ，突 出对 综 合 

能 力 的 考 察 ，使 教 师 不 再 局 限 于 “传 道 、授 业 、解 

惑”，而是一个学习方法 的“引路人”，使学生在 日常 

学 习 和生活 中有 意识 地锻炼 自己 。 

总 之 ，学业 考 试 作 为 高校 教 学 与管 理 的重 要 环 

节 和组成 部分 ，具 有教 育 、评估 和社 会 多方 面的价 值 

与 功能 。深人 分析 并 彻 底 改 革学 业 考 试 形 式化 、功 

利 化 、舞 弊盛 行等 弊 端 ，对 提 高 大学 生 素 质 、优 化 高 

校教学和管理 、净化学术风气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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