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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建设是计算机网络高速发展在教育测量

中应用的一次变革，是现代高科技直接应用的结

果，更是对心理和教育测量技术的一种革新。远

程开放教育学习测评是教育测量中旨在指导、督

促、检测学生学习成绩的一种学业能力水平测试，

其考生需求量大、频率高，很显然，传统的人工命

题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远程教育学习测评的发

展需要，探索一种适合于远程开放教育学习测评

的题库建设模式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现状分析与数字化题库解析

( 一) 现状分析

纵观中外各种各类题库建设，无外乎两大类，

一种是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承担的题库建设，如英

国的 剑 桥 测 评 ( Cambridge Assessment ) 、美 国 的

ACT 考试服务机构; 一种是教育机构 ( 包括部委、

高校) 自建的题库，如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高

考及自考的题库建设、各高校也涌现出开发课程

题库建设。根据考试的性质，也无非就是两大系

统的题库建设，一种是社会性考试题库，如适用于

职业能力测试的驾驶员执照考试、计算机职业能

力水平考试等; 一种是学校教育类考试题库，如四

六级英语考试、各门课程考试。为了深入了解国

内外研究现状，我们通过文件检索在 CNKI 知识网

络平台上检索“题库”两个关键字，选择 2000 至

2012 年度，得到 849 篇文章; 输入关键字为“题库

建设”，检索出 99 篇文章，有效文章为 95 篇，其中

关于“题库建设意义和作用”的文章有 50 篇，关于

“题库设计”的文章有 18 篇，关于“题库技术”的文

章有 16 篇，关 于 题 库 建 设 实 证 分 析 的 文 章 有 6

篇。为了深入了解目前的题库组卷技术，我们输

入关键字“组卷策略”，得到 77 篇 文 章。由 此 可

见，题库建设于近十年内已经进入高需求状态。

在题库建设理论方面，目前主要存在两大理

论，即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大部分试

题库建设主要依据是经典测量理论，而项目反应

—601—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总第 192 期)



理论由于其数学模型的复杂导致其在题库建设应

用中存在诸多困难。在题库设计方面，设计双向

细目表、题库命题方案、命题表等基本建设程序上

已达成共识，唯一不同的是设计标准，需要综合考

虑的因素目前主要有考核知识点、教学要求、考核

目标、题 型、题 量、分 数、答 题 时 间、难 度、区 分 度

等。在组卷策略方面，目前主要存在有随机组卷、

遗传法组卷等，有基于 Moodle 平台的、IRT 模型、
OLE 技术、NET 技术的组卷模式。在题库类型方

面，有题库和卷库之分，大部分题库仍然是题库，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题库，他是由计算机在测评

之前组卷，在测评过程中抽取的是预先组好的试

卷。由此可见，目前题库建设行业唯一缺乏的就

是统一的建设标准，当我们在 CNKI 平台上输入关

键字“题库标准”“题库建设标准”时，没有检索到

一篇文章。
( 二) 数字化题库解析

开放大学提出数字化题库概念，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的题库概念。江西师范大学漆书青教授提

出“题库是大量性能业已查明的合格试题的有序

存储”［1］，在这里，我们提出数字化题库，不仅在于

题库内部试题的有序存储，还包括数字化的题库

管理和使用。一般意义上的题库多数是为某一特

定性质的考试而建设，而我们的数字化题库是为

具有多种特定性质的考试而建设，不仅为主要检

测学习成果的终结性测评服务，同时还要服务于

旨在督促、指导、激励学生学习的自测和形成性测

评服务。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开放性

国家开放大学试题库建设的一个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实现随学随考，我们建立的自测题库是面

向所有学 生 可 以 随 时 随 地 进 行 自 我 检 测 的 试 题

库，他要求具有足够量大的客观性试题，同时要求

计算机能够自动组卷和评阅，具有全面的开放性。
2． 有效性

随学随考的试题库使用频率极高，这就要求

试题库内容必须保证足够的新颖性，才能预防和

控制学生抽取试卷的重合率。这种及时更新和填

充试题的 功 能 是 国 家 开 放 大 学 试 题 库 的 重 要 性

能，也是严防测评舞弊的重要举措，更是适应学科

知识发展的必然措施，特别是一些发展速度快、内

容更新快的法律类等时事性课程，更是要求试题

库具有极强的内容新颖性。
3． 关联性

未来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测评的一个最主要的

目的是推动教学任务的完成，保障教学质量。国

家开放大学试题库的所有试题之间具有很强的智

能连锁反应，如果某一学员在某一章节知识点上

出现了答题错误的现象，试题库将根据答题错误

性质智能地寻找该生发生答题错误的原因，并自

动搜寻相关知识点，以指导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方

向，指出学生需要补充学习的内容和知识点，做到

有针对性地通过远程网络指导和引导学生学习。
4． 高密性

国家开 放 大 学 试 题 库 建 设 从 命 题、审 题、录

入、组卷、测试、评阅等整个过程都具有高度的保

密性，他不仅仅体现在保密意识和保密素质上，更

多体现在网络环境下的高端保密技术上面。对于

中央考务中心而言，其职责是命题和组建试题库，

必须通过远端地方考务中心实施测试和评阅，这

种网络环境下的保密技术对是否能够正常测试起

着关键的作用，一旦试题泄密，就不能正常启动试

题库。

二、试题库建设构想

( 一) 教、学、评、测的一体化设计

开放大学的题库建设坚持一体化设计的总体

宗旨，根据不同测评方式的性质和特点选择和配

置不同的 题 型、题 量、答 题 方 式 和 评 阅 方 式。首

先，任何一门课程的所有题库设计内容必须依据

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要求和教学目标，再根据不

同的课程性质和特点，选择合适的题型和题量，在

保证课程教学目标检测的基础上，保证随学随考

使用的最低题量。第二，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

目标创建不同类型的试题库，一般而言，对于学生

自己检测对某一章节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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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自测题库，其覆盖该章节所有知识点，题型全部

为客观性试题，主要是帮助学生记忆基本知识点;

对于学生在完成某几部分章节教学任务后，教师

需要了解学生整体知识的掌握情况，我们提供有

形成性题库，在随机抽取自测题型的基础上，增加

一些旨在考核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观性题型; 对于

学生学习完所有教学任务后，为教学管理部门和

社会提供具有一定公信力的课程成绩，我们提供

有学期结束时的终结性测评题库，学生可以有组

织地参加，也可以个体预约参加。第三，试题类型

与评阅方式的一体化组合，在整个大型题库建设

中，主张计算机自动评阅的题型与非自动评阅题

型进行归类，自动评阅的题型直接将标准答案和

错误解析录入题库系统中，在学生答题过程中由

计算机自动评阅，正确的给予奖励，错误的给予详

细解析和学习指导; 对于非自动评阅题型原则上

需要教师进行网上评阅，由教师给予评阅。
( 二) 以测导学

测评不仅具有检测功能，还具有督导和激励

功能，我们在设计时始终坚持以测促学的理念，将

自测客观题与网上学习资源的知识点进行链接，

主观题配有解析和指导。无论是客观性试题，还

是主观性试题，测试内容与教学相关内容建立链

接，引导学生学习，以最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习，促

进教学。
( 三) 题型设计

自测题型表现形式主要为客观性试题，用于

检测学生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同时也是促

进和激发 学 生 进 一 步 学 习 和 复 习 巩 固 的 重 要 手

段。阶段 性 自 测 要 求 用 小 型 题 库 的 形 式 进 行 建

设，其自测总体内容对教学内容的覆盖率应达到

100%。形考作为阶段性测试，分几次进行，形成

性测评主要是学生完成几部分章节教学任务后的

综合检查，考核的内容可以是一个章节的知识点，

也可以是几个章节的知识点的综合，可以是记忆

方面的考查，也可以是能力方面的考查。所以，其

表现形式可以为全部客观性试题、全部主观性试

题、客观性和主观性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其测评形

式的选择更多地依附于教学知识点的呈现形式，

其主观性试题的抽取范围为题库中三分之二的主

观性。终考考核的目标和形考相近，选用的题型

可以同形考。如果考虑减轻考试压力，方便学生

随学随考，可以考虑和自测一样，纯粹为客观题，

也可以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
( 四) 题量设计

题库的命题量主要有三种确定方法: 第一，每

学分命题 200 道左右的试题，按照课程总学分来

计算总的命题量; 第二，每课时 10 道左右的试题，

按照课程总学时来计算总的命题量; 第三，在确定

一套标准试卷题量的基础上，客观性试题按照标

准试卷的 20 － 25 倍，主观性试题按照标准试卷的

15 － 20 倍，合计即为题库总的命题量。
( 五) 休眠设计

试题休 眠 有 三 种 含 义: 第 一，就 整 个 题 库 而

言，每个年度启用一定比例的试题，其他试题处于

休眠状态，更在休眠一定期限后才予以启动。第

二，对于随机的试卷而言，要求试卷之间具有一定

比例的非重复率，一般而言，要求试卷之间试题的

重复率在 20% 左右。第三，对于每道试题而言，规

定有一定的曝光率，一般而言，每道试题的曝光率

控制在 5 － 10 次左右。

三、关键技术与功能设计

( 一) 整合设计

开放大学试题库实行中央库集中管理、子系

统小库单独运行的模式进行建设。对于新开设的

课程，要求在课程启动前一学期必须完成相关题

库的建设和命题，由中央考务管理部门提出建库

需求，并按照有关命题标准由各学部组织命题，同

时也可面向全国分院教师进行征集试题。所有试

题需经过各学部审核认定后才可统一交到中央考

务管理 部 门，并 由 有 关 技 术 人 员 进 行 登 录 入 库。

对于中央教师而言，教师也可以采用单机版命题

进行边命题边录入方式进行，由专家进行网上集

中审核。所有试题按照技术标准录入系统组织一

个中央库，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的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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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取和运行。

图 1 统筹规划功能设计图

( 二) 智能关联

开放大学试题库建设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知

识库之间是一个知识链，当学生作知识点 A 时，如

果回答正确，就允许学生顺利进入知识点 B 的作

答，如果回答错误，将根据学生回答错误的原因，

寻找需要补充学习的知识点 1、2、3 等。

图 2 统筹规划功能设计图

每个知识点都与其他知识点相关联，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不足寻找到需要补充学习的内

容，进而 促 进 学 生 学 习，在 测 评 的 过 程 中 也 是 学

习，实现了教、学、测、评的一体化设计，以测评促

进学生学习，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

( 三) 休眠技术

任何一门课程都只有一个主观性试题库，在

形成性测评过程中，只能限制使用题库中三分之

二的试题，剩余约三分之一的试题是专门用于终

结性测评的。而这三分之一的试题并非每学期都

面向全体学生开放，而是根据每学期只随机抽取

5% 左右的试题规则进行抽取，剩余约 25% 的试题

全部进行休眠，并且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予以启

动。试题根据曝光次数进行累加，超过一定数量

则给予删除，同时并要求增添新型试题，以保证三

分之一总题量的控制。

图 3 休眠技术功能设计图

( 四) 动态更新

开放大学试题库的动态更新功能包含两个方

面的内涵: 一方面是指内容上的更新，另一方面是

指试题属性上更新。由中央库抽取的任何一种测

评方式完成测评活动后都配有测评行为过程及测

评结果的行为记录，这一行为记录通过一定的数

理统计可以得到对某一道小题的试题函数值、错

误试题及其相应的使用频数或频率，通过结果分

析设定使 用 频 数 超 过 一 定 值 的 试 题 必 须 进 行 淘

汰，对于在答题过程中发现命题错误的试题则需

要进行修改才能重新入库，对于某一课程提示试

题量小于某一设定值的情况下，则需要补充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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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便形成了内容更新机制。任何一道试题

在入库之初都有一定假定的预估参数，如难度、区

分度、分数、答题时限等，在正式测评活动结束后，

题库系统将根据学生实际答题情况计算出实际的

难度系统、区分度、平均得分、平均答题时限，在理

想状态下，通过计算机自动、人工参与等形式，反

过来调整和修正试题入库时的试题参数，有利于

下一次抽取试题更加科学合理、真实可靠，有利于

提高整体测评的质量和效果。

图 4 休眠技术功能设计图

四、支撑与保障

开放大学数字化试题库建设不是一个独立的

个体，他需要诸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撑，其中团队建

设是试题库建设的人脉，制度体系的完善是试题

库建设的保障，技术支撑是数字化试题库实现的

关键，经费保障是试题库建设的基础。

( 一) 团队建设

开放大学数字化试题库建设不是某个部门或

者某几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他需要由各方面人员

和专家组成一个工作团队或者每门课程都需要一

个课程 团 队 才 能 顺 利 完 成。从 整 个 建 设 过 程 来

看，首先，试题命制的过程需要由中央课程教师、

分院课程教师、学习测评专家、远程教育专家、技

术专家组成一个团队，在试题设计的基础上还必

须保障技术能够实现。第二，在建库组织实施过

程中，需要根据所有课程的题库建设计划进行总

体布局，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建设题库。

( 二) 制度保障

远程开放教育建立在已有开放教育研究的基

础上，须引进更为先进的网络技术和教育网络，在

管理制度、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诸方面区别于已有

的开放教育，为此，在对原有广播电视大学各项管

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的同时，重点要建立基于

信息化技术的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测评相关规章制

度及工作流程，以保障远程开放教育信息化学习

测评的实现。开放大学试题库建设的基本制度应

该包括题库建设规划、题库建设原则、建设标准、

管理办法、试题标准规范、酬金标准等诸方面的管

理制度的出台。
( 三) 技术支撑

所有课程的题库设计蓝图能否实现的关键点

就是技术支撑，任何一个好的方案，都必须借助于

网络技术实现才能真正实现，因为开放大学的主

要教学媒介就是网络。其技术支撑主要包括试题

录入技术、组卷技术、在线施测技术、评阅技术、保

密技术等等。
( 四) 经费保障

对于这个偌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有过硬

的软件环境建设，更重要的是硬件环境建设。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硬件环境建设需要大批经

费的支撑和保障，否则一切都是无米之炊。其中

硬件设 施 和 设 备 主 要 包 括 计 算 机、服 务 器、扫 描

仪、打印机、复印机、作弊克等，软件环境主要是题

库建设过程中工作量劳务酬金，特别是题库建设

的题量远远大于原来的试题量，其工作量剧增，这

种工作的难度也有很大提高，如何调动教师的工

作积极性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一大工作难题。

开放大学建设数字化试题库以个性化服务为

宗旨，以优化组合的等值性试卷组成为中心，须坚

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老三论，还要坚持耗

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新三论，仅仅围绕服

务教学进程而展开，激励、引导、督促学生顺利完

成学习任务，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为远程教

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打下坚实的结果。通过试

题库的一体化设计，构建数字化环境下的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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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形 成 性 测 评、自 测、终 结 性 测 评 的 多 种 功 用

性，利用高端计算机科学技术实现互斥型题型、包

容性题型、顺序性题型等诸多具有复杂关系试题

库链的设计和组合，引进模拟技术实现网络情景

模拟测评，利用视频技术实现远程视频测评功能，

利用高密技术和管理实现高端技术环境下的安全

保密，力争构建一个智能多样、试卷等值、操作简

便、技术高端、动态管理的试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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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96 页) 取字“昙”，可能就预示其命运的昙

花一现; 王闻虎在狼群中救“天女”也注定了此女

和他们家无法割舍的一种关系; 最后一把“灵剑”

钢刀的预示，马尔达命丧锅底坑……故事在写实

中融入了虚构，在充溢着商贾文化气息的历史还

原中融入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传奇特征。在当下都

市商战、历史商贾等题材盛行的写作态势下，作者

能以充满诗意的精神立足于本地域，挖掘在近代

特殊历史环境中一条商业之路如何从兴盛走向消

亡的价值规则及文化底蕴，是对于新时代“一带一

路”政策诠释之下的文本再现。察一漏万，我们不

能说这部小说如何完美厚重，但字里行间洋溢着

的浓郁的“乡土情”就足以让每一位读者，特别是

心怀“家乡情结”的人们所震撼和感动。
［参考文献］

［1］郝秀琴． 倒流水［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 ( 本文所引

均出自此书)

［2］石现超． 文学与自然之境———中国现代小说自然描写的意蕴阐

释［D］． 西南师范大学． 2005，04．

［3］丹纳． 艺术哲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汪曾祺． 汪曾祺文集［M］． 南京: 江苏出版社，1994．

Thick Planting of Native Land: the Prsen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Reading the Novel" Falling Water"

YANG Rui － fang
(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Ulan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2000 )

［责任编辑:李春辉］

—111—

刘玉侠 开放大学的数字化题库建设 终身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