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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继续教

育，“办好开放大学”。2012年教育部决定“在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学”。《国

家开放大学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非学

历教育”，国家开放大学校长杨志坚于2014年提

出了国家开放大学“1314”系统工程建设目标，其

中一个核心是教育教学质量，一条纽带是学分银

行。学分银行的设置直接推动整个课程设置体系

的变革，国家开放大学在“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

若干意见”中提出：根据“宽进严出”的要求，在更

大层面上实施课程开放，以课程为基本单位建设

国家开放大学“课程平台”，学生自主选择课程、

自主选择专业，随时注册、随学随考，建立学分存

储与兑换制度，制定专业毕业规则并推进随时毕

业制度。在这种课程开放理念下，仍采用一门课

程多套试卷，相同科目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考试试

卷不同的考试模式，已难以适应课程开放理念下

的课程教学模式。

二、课程开放理念下的教学模式

（一）课程开放

国家开放大学课程开放是一种基于开放课程

教育理念下的课程管理模式。开放课程概念作为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一种新生物，是基

于MOOC平台和云平台技术支撑环境下的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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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新变革。开放课程运动是21世纪初在国外兴

起的，2001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的“开放

课件”项目揭开序幕，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徐苑苑博士研究论文，开

放课程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人本主义心理学理

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理论、知识共享

理论、终身教育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明确

了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分析；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分

析了学生学习过程的架构并强调师生互动的有效

性；远程教育理论凸现出自主学习模式的变革；终

身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理念、教育信仰的一种传承

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延续性；知识共享理论从

文化、社会、经济、技术、认知等多个角度实现知识

共享的综合有效价值。［1］

开放课程一般分为高校独立开发课程、协作

体的共建共享课程、翻译现有开放课程。独立开

放课程主要包括MIT的OCW、中国的精品课程。协

作体的共建共享课程主要是国际开放课件联盟，

拥有全球包括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200多

所高等教育机构和相关教育组织的联合体，促进

全球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教育资源以及利用自

有、开放、高品质的教育材料组成课程，目前有超

过20种语言环境下的14000门课程。翻译现有开

放课程主要有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共享协会，吸收

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国内外大学的优秀

开放课程，并将中国高校的优秀课件推向世界，

其中“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有1200集

课程上线。开放课程经历了开放课件、虚拟学习

社区、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三个发展进程。

国家开放大学于2013年启动了网络核心课

程建设项目，目前在国开学习网上共开设有491

门网络核心课程，国开学习网非实时教学交互发

帖量达51万人次。

（二）课程与教学

基于课程开放的理念，课程建设也将更为突

出共享、共建的特征，教学管理机制需要创新，信

息化教学水平需要提高。［2］ 对于国家开放大学而

言，总部和分部作为共建共享的共同体，课程建

设严格按照标准体系、评价体系、质量保障体系执

行，课程团队成为课程建设的主体。

在开放课程的教学环境下，受教育者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相对固定的班级、学历群体

转变为不同类别、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多样化混

合式的学习者群体。这种混合式的课程教学评价

将突破已有的一课一卷的评价方式。

国家开放大学更加注重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

融合，借助于学分银行实现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

互通和认证，这种教育和教学特性对教学管理和

课程评价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需要在无序的学习

者中根据学习需求的变化进行归类管理，并且要

寻找一种相对公平、科学、合理的标尺保证学历与

非学历教育质量。

三、课程开放理念下的课程评价

（一）学习者分析

随着开放课程的教学改革，学历教育和非学

历教育均可以同时学习同一门课程，而且，非学

历教育的人数和规模有逐渐增加的可能。这种环

境下学习者学习需求具有以下特点。

1.学习目的多样性。部分学习者目的性很强，

就是为了完成某一学历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以获

得课程学分，取得毕业证书；还有部分学习者属

于非学历教育，学习的实践性很强，就是为了体

验生活，增长知识。

2.学习基础不同。对于开放课程，参加同一

门课程学习的学习者可能具有不同的学习基础，

学习者可能具有不同的学历教育层次或者没有学

历教育背景。

3.学习需求的可变性。当某一学习者学完某

一课程时，当时没有学历教育或者转换课程学分

的需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又产生了将该门

课程学习结果转换为课程学分的需求。

（二）课程评价分析

课程开放下课程教学设计环环相扣，课程评

价与课程教学是一体化设计，但是课程评价的性

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的课程评价是根据特定

的评价标准命制特定的评价内容，开放课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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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评价将是根据多样化的评价标准命制相对统

一的评价内容。这种理念的课程评价的理论基础

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古典测评理论向项目反应

理论转变。古典测评理论更加注重的是学习者群

体在同一项目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分析，项目反

映理论更加注重的是学习者个体在同一项目上的

共同性与差异性分析，试图通过同类项目发现不

同个体的潜质水平。［3］

四、考试设计

（一）设计原则

考试是课程评价的主要形式，也是最主要的

定量测评形式。考试成绩是考试效果的直接表现

形式，主要是借助于试题或试卷样本间接反映学

生潜质的差异。［4］考试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性

原则、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

1.公平性原则

要求对所有被试群体的考查样本是相同或等

值的，只有用相对平等的标尺衡量不同被试，才

能保证被试群体评价的公平性。倘若用不同标尺

评价出不同被试，可能出现高标尺、低潜质或低

标尺、高潜质的现象。

2.客观性原则

对于反映被试潜质水平差异的考试，不是某

一次考试结果决定的，而应是真正代表被试长期

反映的潜质水平。这种客观性是从被试测试成绩

的稳定性角度考查的，只有客观的考试试题或试

卷才能真正检测出被试的真实水平。

3.科学性原则

这个是对考试评价标准的必然要求，特别是

对于开放课程考试标准的界定尤其显得重要，通

过相同的考试项目如何界定不同层级的潜质水

平，只有做到科学合理，有理有据，才能提高考试

整体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考试总体架构

基于这种背景和考试原则，开放课程教学中

的课程考试采取形成性考核与总结性考试相结

合、考试难度阶梯式递增、考试成绩采取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模式。

1.考试原则上还是坚持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

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不同的课程教学需求，开放课程可以选

择100%形成性考核、100%终结性考试、形成性考

核与终结性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在形成性考核与

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这种方式中，根据国家开放

大学多年实践经验来看，建议直接设定为50%形

成性考核与50%终结性考试相结合。

2.考试难度阶梯式递增。建立科学合理的考

试机制，是开放课程考试的关键。［5］ 普通考试，特

别是达标考试，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学习者接受

相同的教育，其试题基本上属于同一个层级的，

不会出现本科学生考查专科试题的现象。而开放

课程的考试试题是以不同模块试题组合而成的，

由于学习者需求和基础的多样性，课程考试试题

由专科（A）、本科（B）、硕士（C）等不同层级的试

题组合，依据项目反应理论设计出不同次考试层

级的阶梯式变换，如某一考生第一次通过了专科

水平测试，第二次给与该考生相对高一级的试

题，即本科水平试题进行测试，如果该生通过了

本科水平试题测试，则逐级给出高一级的试题测

试。但是，如果第二次本科测试没有通过，则第三

次测试退回下一级测试，即专科水平测试。

3.考试成绩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每次考试成绩根据不同模块题量和分数，实

行百分制，60分以上为通过。而对于综合成绩的

评判是采取定性评价，即如果一门课程考试次数

为10次，可以设定5A及以上的成绩为专科水平，

5B及以上水平的成绩为本科水平，5C及以上水平

的成绩为硕士水平。

五、关键技术点

图1� 课程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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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库建设

开放课程考试必须组建试题库，而且对题库

的质量要求很高，必须严格按照不同类别的学历

要求进行命题。课程题库下设专科、本科、硕士三

个子库，每个子库的题量可以根据教学知识点数

量总体控制。（见图1）

（二）考试抽卷

开放课程考试抽卷不同于普通课程计算机考

试抽卷，普通课程是从同一个库中随机抽取试题

组成试卷。而开放课程的考试抽卷是根据考生上

一次考试成绩判定学生的下一次考试等级，再根

据不同等级子库中随机抽取试题进行组卷，这里

存在一个计算机自动判定的过程。（见图2）

（三）成绩评判

假设每门课程设置10次考试，最初测试的试

题是从最低一级题库中抽取，只有获得60分及以

上的考生才能参加高一级考试，60分以下需要再

次参加本层级考试，直至通过考试。这样一来，

不论最初学习者是什么文凭，本课程评价都根据

不同层级的试题逐级进行测试，最后以学生获得

相应级别次数较高者记录成绩。如5A及以上成

绩认定为专科水平，5B及以上成绩认定为本科水

平，5C及以上成绩认定为硕士水平。（见图3）

六、影响与作用

课程开放下的这种考试模式，是根据学习者

实际达到的水平评定成绩，可以与课程证书挂

钩，作为非学历教育中课程证书颁发的主要依

据；同时这种考试模式在保证学生获得最低课程

水平的基础上，给予优秀学习者以更大的学习空

间，打破传统的单一水平的课程评价认证，一个

学生如果想获得更高水平的成绩，可以无限制地

学习，直至获得所有最高水平的等级成绩；这种

考试模式严格控制了不同学历水平的质量标准，

有利于保障开放大学的整体教育教学质量；较好

地解决了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的互通性，在成

绩管理上也为非学历教育者跨时间年度后的学分

认证提供了真实有效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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