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工作是检查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验证教

学目标是否完成和教学过程落实效果的重要方法。而命题工

作又是考试工作的核心环节，命题质量直接影响学校的教学

质量。提高试卷命制水平是每个学校考试工作始终追求的目

标，坚持课程标准、体现培养目标、确保试题质量更是考试工

作的指导思想。学校往往重视教学过程而忽视命题质量，但

考试工作正是检验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因此，命题质量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从提高命题质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基本原则、命题要求和影响因子等方面综合考虑，提出适合

国家开放大学期末统一考试的命题规范，从微视角提高命题

质量。
一、提高国家开放大学命题质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1、背景

国家开放大学在系统内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考试

命题、答卷评阅及形成性考核实施情况专项调研，通过调研，

听取了分部对系统统一考试试卷命制工作的意见，了解了答

卷评阅和形成性考核实施情况，为学校推进考试改革、加强

考风考纪建设，以及教学改革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发现的问题

课程考核作为教学质量保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调研

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广泛听取分部对系统统一考试命题工作

的意见，为进一步提高命题质量，推进考试改革，特别是教学

改革提供参考。调研过程中，各分部就试卷命题质量对总部提

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包括考试题型、题

量、难度、内容和评阅标准等。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附后）

二、命题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无规矩不成方圆，命题也不例外。命题也要遵循一定的

基本原则，否则就会影响教学效果评估，进而影响教学过程

质量，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果。下面，笔者将从考试标准、
试卷结构、试题内容、和试卷编制等方面详细叙述命题环节

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1、考试标准把握的准确性

完善的考试制度要有一定的考试标准，如何把握考试标

准的准确性，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试题的认知层次与考核

目标是否一致，换一种说法就是看试题的考核目标是否符合

考试大纲规定的要求，是否在考试大纲范围之内。而把握考

试标准的具体做法就是准确地控制考试合格分数线。考试合

格分数线是根据试题的难易程度确定的。因此，要求试题的

难易程度要适中，能够使试卷及格分数反映出“刚达标”考生

的基本水平，而且及格分数最好是固定的。
2、试卷结构的合理性

试卷结构是整个试卷的骨架，在试卷质量方面显得尤为

重要，主要包括考试内容、认知层次、题型题量和难度分布

等。笔者认为，一份合理的试卷结构包含以下特点：一是所有

的考试内容都在考试大纲的范围之内，并突出重点，而且各

章节内容分数比例得当，一般要涵盖该课程 80%以上的章

节；二是题型能够反映出该课程自身的考试特点，并且各种

题型和分值搭配合理，三是题量适中，与考试时间安排吻合；

收稿日期：2019－02－26

作者简介：梁春绘（1986－），山东聊城人，国家开放大学教务部科员，研究实习员，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现代远程教育。

从微视角探索提高命题质量之路
梁春绘

（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摘 要：影响命题质量的因子很多，无论是经典测量理论还是项目应用理论，都遵循了命题质量的基本原则和基

本要求。本文以国家开放大学开展的考试命题质量专项调研为背景，从调研结果和反馈的意见、建议作为出发点，详

细叙述了影响考试命题质量的各种因素，然后以考试命题的基本原则为准绳，在难度、区分度、效度和信度四个维度

的基础上，融入题库量、题型、题量、考试内容及范围、试卷结构、考试形式、评阅标准等微因子，从微视角探索提高国

家开放大学命题质量之路。
关键词：命题质量；经典测量理论；微视角；国家开放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08（2019）07-0104-03

Journal of Jilin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NO.7,2019（Total No.211）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7 期（总第 211期）教育理论研究

104· ·



表 1 试卷命题质量方面发现的问题

序号 问题类型 问题描述

1 题型多
题量大

部分试卷题型数量多达七、八种，题量大而且文
字输入的题目较多，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难以完
成。判断改错题及多选或不定项选择题考生失分
率太多，学生不容易把握。

2 重理论
轻实践

一些实操性很强的课程试题命制中要求学生死
记硬背的知识点比重过大，考查学生实际应用能
力的试题不够，与培养目标不一致。

3 分配比例
不合理

部分课程试题涵盖的知识点过于集中，有些章节
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而且重点章节分配的题量明
显不足。

4 题目重
复率高

部分课程试题题目内容重复，有些题目在几次期
末考试试题中反复出现，更有些课程一套试题中
就存在重复试题。

5 难易程度
不适中

一是有些试题太容易，半小时就能做完交卷。二
是有些课程内容偏难，大部分考生都不能在规定
的时间内很好完成答卷。四是部分课程命题在区
分度上未区分优劣学生。

6
主观题和
客观题
问题

一是分数比例分配不当，部分课程试题纯概念型
题量较大、分值较高，而能够考查学员综合运用
知识水平的主观题目不多；二是主观题和客观题
界限不明，有趋同倾向。在分析试卷过程中发现，
许多论述题是能够在教材上找到确定答案的，考
生并没有发挥自己意见的余地，属于述而无论。

7
试题内容
错误或
存在歧义

一是题目本身存在错误，根本无法作答；二是有
些试卷的命题，题干表述不严谨，容易出现歧义，
也会影响学生作答。

8 内容更新
不及时

一是部分课程存在试卷内容与教材不一致情况，
使用的是新教材但是试卷内容是旧教材；二是有
些课程内容比较陈旧，存在价值不大。

9 排版设
计问题

有的课程答题卡排版密集，不利于学生答题和教
师阅卷，很容易看错看漏。

10 评阅标准
问题

一是评分规则不够细致，标准不明确、不灵活。二
是统分困难。有些试卷评分标准有小数，有些题
目各采分点分值分配不明确。

四是试题难易程度适中，排列及分布合理；五是及格线控制

准确。总之，在命题设计时，应通过课程命题多维细目表、试
卷结构比例表和试卷内容比例表检验试卷结构的合理性，最

终体现课程期末考试大纲的各项要求，确保试卷结构的合理

性和稳定性。
3、试题内容的科学性

试题内容作为整个试卷的核心，其本身就不能出现科学

性错误和学术性错误，没有偏题或超出大纲要求，而且试题

题干表述要简明扼要、用词准确，不会让学生产生歧义。在试

题内容命制完成后，反复进行校对，尽量避免一般性错误，坚

决杜绝科学性错误。另外，参考答案也非常重要，答案要完

整、准确无误，评分标准要明确、恰当、合理，除特殊题型外，

尽量体现一定标准性和固定性。
4、试题编制过程的规范性

试题编制的规范性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统一试

题编写规范，尤其是题型设置和题干描述及格式等；二是试

题命制过程规范，根据多维细目表命制合适的试题，内容、章
节、题量、分数等都要进行合理分配；三是试卷试题答案及评

分参考的格式规范，具有实质参考性，而且版面布局要合理，

符合学生作答习惯和考试规则。四是试题监印过程要严格，

避免在印刷过程中出现影响试题质量的问题发生。
三、从微视角提高国家开放大学命题质量

1、影响命题质量的微因子

从命题质量调研和经典测量理论中可以分析出，影响命

题质量的微因子包括题库量、题型、题量、考试内容及范围、
试卷结构、考试形式、评阅标准等。

题库量：对于纸质考试而言，题库量指的是本次考试可

以抽取的试题数量，为应对意外情况，一般情况下，都要有一

定的备用卷可以使用。对于网络考试而言，题库量指的是每

种题型可以随机组卷的数量，一般而言，题库量越大，试题内

容的重复率也就越低，也越能降低考试过程中互相抄袭等舞

弊行为的发生。
题型：试题一般分为客观题、主观题两大类。客观题包

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配伍题、复合单选题；

主观题包括：填空题、简单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一套质

量高的试题不能出现太多的题型，一般情况下，以四五种为

最佳。
题量：题量是提高试题命题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

情况，题量要和考试时长相匹配，不能出现段时间内就能作

答完毕或考试时间内都无法作答完的试题，否则，影响考核

效果。
考试内容及范围：它是试题的核心要素，非常重要。考试

内容要科学合理，范围要符合考试大纲要求。
试卷结构：是指试卷的组成要素之间分配和组合情况。
考试形式：一般情况下，考试形式包括闭卷、开卷、半开

卷等。
评阅标准：包括正确答案、分值分配和参考答案等。
2、结合微因子提升和把握命题质量的四个度

根据经典测量理论，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这四个度

是教育测量学中对于考试中试题答卷评价的四个重点指标。
因此，这四个度就成为了衡量一份试卷的质量的重要标准。
为了使这这个标准更加完善，下面，笔者以提高国家开放大

学纸质试题命题质量为例，就将以上的微因子融入四个度

中，提升信度和效度，把握难度和区分度。
（1）提升信度

信度是反映考试题目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指标。通俗地

说，信度是考试结果的可信程度。影响信度的微因子包括题

库量和考试监管程度。因此，要想提高国家开放大学命题质

量的信度，必须坚持做到两点：一是保证每一门课程都有充

足的试题库（一般每学期至少保证 4 套试题，有充足的备用

卷），考试时随机抽取，考试之前一旦发生有提前泄题行为及

时启用备用卷，保证考试顺利进行；二是严格执行学校关于

考试的规定，严格监考，并派出专门人员进行巡考，确保考试

公平和考试安全。考试结束后试题统一交至各分部，由分部

统一安排，集中阅卷。三是完善评分程序，避免出现小数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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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整数的分数。四是统分和登分要反复确认，避免漏登、错
登、谎登等行为。

（2）提升效度

效度是反映考试题目准确性和有效性的指标。通俗地

说，效度是考试的有效程度。影响效度的微因子包括考察的

内容和范围、评阅标准。提升效度的途径有：一是确保考试内

容和范围无误，严格遵守考试教学大纲命题，不能出现超越

大纲或不符合科学的题目；二是试卷评阅过程要严格执行评

分标准，宽严适度，前后一致，不能出现相同作答内容不同分

数以及分数与作答内容明显不符的情况，而且最后分数要核

对无误；三是参考答案要有可参考性和可执行性，不能出现

模棱两可的答案，影响评阅。
（3）把握难度

难度是反映试题对学生知识水平检查的

适合程度。通俗地说，难度是一个试题或一份

试卷，考生失分的程度。对考试难度的控制，

实质上就是对考试平均分数的控制。课程考

试的结果应能使大部分学生达到及格以上的

成绩，少数人达到优秀，也应有一部分人不及

格。理想的成绩分布应是倒钟形，即两头尖，

中间大。影响试卷难度的微因子包括题型、题
量、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等。有效把握试题难

度的途径包括：一是取消学生和老师普遍认

为太难或者太容易的题型；二是把握好试卷

的题量；三是开卷考试形式减少纯记忆题型；

四是增加实践性题型。
（4）把握区分度

区分度是反映试题有一定的难易梯度，

能够考出学生的不同水平。一份试卷对区分

度的把握就是让学生之间拉开档次，分出优、
良、差，筛选出及格和不及格的学生，而且控

制好这个比例。最简便的计算方法是极端分

组法，公示为D=PH-PL（-1≦D≦1）其中 D 为

区分度指数，一般 D 在 0.35 以上为好题，

0.25-0.34 为良好题，小于 0.15 为不宜采用

题。试题区分度和难度是紧密相关的，但是试

题区分能力的评价标准决不等于试题优劣的

评价标准，因此，其区分度不是主要提高命题

质量需要考虑的因素，而在命制试题过程中

要与难度指标进行综合衡量。
3、严格规范试题编制工作流程

国家开放大学试卷编制工作流程包括审

阅库存试卷、布置命制试卷、试做试卷、修改

试卷、审定试卷、修改试卷、专人编排试卷、校
对试卷、试卷入库等几个环节。如图 1 所示。

总之，考试试卷的质量决定着检验教学

效果的成败，一份质量高的试卷能够充分反

映出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和亮点，因此，试卷命制工作和教学

过程工作一样重要。从微视角考虑提高命题质量可以有效提

高对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的把握，在试题命制过程中及

时检验命题质量，通过考试结果和试题反应情况，发现与教

学目标不匹配的各种情况以及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而预

知和避免影响准确检测教学成果的因素，不断改进教学内

容，促进国家开放大学教学改革，提高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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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卷命制工作流程图

考试管理部门：审阅库存试卷

时间：上学期期末
考试管理部门：征求库存

试卷修改意见

命题组申请操作
试卷修改试卷作废

考试管理部门：将试卷送命题组

命题组：签署修改意见

命题组：安排责任教师修改试卷

命题组：提出试卷作废申请

命题组：报教学部门领导签字同意

考试管理部门：销毁试卷

教学部门：组织专家审定试卷

考试管理部门：布置命题（卷）任务

命题组：命制试卷

命题组：对试卷进行初审

试卷是否有误

命题组：修改试卷

是
否

考试管理部门：监印试卷

试卷是否需要修改

教学部门：定稿试卷交考试管理部门

考试管理部门：试卷送印刷厂录排

考试管理部门：组织教师校对试卷

考试管理部门：试卷入库

考试管理部门：抽编当学期考卷

考试管理部门：对红

时间：每学期 6、12 月初

时间：每学期 3、9 月下旬

时间：每学期 4、10 月底

时间：每学期 5、11 月初

时间：每学期 5、11 月中旬

时间：每学期 5、11 月下旬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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