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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自 1999年起逐渐地对各门课程实施了教考
分离制度,本文谨就我院实施教考分离制度后谈一些
体会。
1　必须建立规范的考试制度

考试是教学管理的一种手段,起着对教和学两方
面进行检查和督促作制。而科学的考试方法十分重要,

它能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对学习勤奋的学生是一
种激励和肯定,是对学生全面素质提高的推动力。而在
以往的考试制度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课程往往
是一个教师从教学到命题、监考、阅卷一包到底,出于
教师本人对教学大纲的理解、学术水平、个人的好恶,

命题时往往带有主观性;或是缺乏明确的计划,没有制
定具体的评分标准,阅卷评分随意性较大;或在大面积
的基础课交叉命题时,由于教师之间互相沟通不够,又
碍与情面,而出题过易,给分偏松。凡此种种,都不能真
实而客观地反映出教学水平和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
因此,制定教考分离制度也不失为考试改革的一个新
的举措。
2　教考分离制度的实施

教考分离的基础是要有完整的试题库建设或是试
卷库建设。题库是实施教考分离的保障。从 1997 年国
家推行使用中医规划教材并随之编制的五门课程题库
开始,我们也逐步对其他门课程进行试卷库的建设,并
开始实施教考分离制度。学院对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此间我们对各门课程制定相对统一的命
题标准和要求, 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投入考试时使
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引进优秀的题库软件,收集题源,
建立适应我院的试题库。两年来,共有 95%以上的课
程在考试时使用试题(卷 )库,基本改变了以往的考试
方法,实施了并在不断地完善着教考分离这一教学改
革措施。
3　教考分离制度的作用
3. 1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教考分离首先从命题环节中就有严格规定,必须
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以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为目的,避免
了以往命题出现的随意性。可以使教师感觉到,在考学
生的同时,也是对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考察。会促使
教师们以大量的精力投入教学,认真研究教学大纲、研
究教学法,减少教学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主动围绕自
身学科进行知识更新和完善,增加信息量,充实教学内
容,严谨教学态度,提高课堂吸收率。在阅卷时,也因为
严格了评分标准而减少了评分中的偏严或偏宽现象的
发生。教考分离的实施对深化教学改革,树立良好的教

风具有重要的意义。
3. 2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

教考分离制度实施后,学生普遍认识到考试成绩
的好与坏,取决于本人对课程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以及
个人的勤奋。消除了一些存有侥幸心理,促使学生把更
多的精力放在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上,放在基本技
能的训练与提高上。培养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
率,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编织出一个良好的学风氛
围。
4　教考分离制度的完善

教考分离制度只是考试方法的一种形式,它不是
唯一和固定的。在实施这种制度时也会有一些问题的
出现,需要我们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4. 1　试题库应经常维护: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许多新知识在不断地渗透
到各个学科领域,尤其是医学本身的发展,以及中医的
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交叉,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上也
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试题库的管理应该是动态的,也要
把新知识的试题扩充到题库中。
4. 2　对调出的试题仍应把关:

教考分离要求在每次考试前,由各教研室负责人
对所考课程到题库调题,再由题库管理人员将试题随
机调出。但是,因有的课程教学学时有所调整,教学内
容进行修改,调出的试题未必适应于当前的学生使用;

所以对某些调出的试题在使用前,还需请教研室主任
或学院教学督导组把关,进行修改和补充。
4. 3　考试过程的管理仍需加强:

教考分离的严肃性还体现在考试现场。因此对考
试过程的管理一定要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创造出一个
规范、严肃、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4. 4　加强阅卷的组织工作:

教务部门在考试后要组织安排好试卷评审工作。
为保证阅卷的质量,最好将试卷密封,采取集中评阅,
流水操作的方式。避免在阅卷中受到一些主观、客观因
素的影响,造成分数上的误差,提高评卷的准确率和可
信度。
4. 5　建立起试卷分析制度:

考试结果既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反映出教
师的工作态度及学校的整体管理水平。因此,在考试后
进行试卷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它是教学研究和管理方
面不可缺少的环节。可请教学管理专家制定分析标准,

从命题范围、题型、难易度、评分标准、成绩分布及建议
等方面进行分析。由教务部门汇总,为今后改进教学提
供可靠的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学院领导对教学质量的
监控。

教考分离制度并不是唯一的,它只是考试方法中
的一种形式,其本身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它对教材比较
稳定的基础课程和低年级的学生比较适用;而对发展
较快、研究性的学科、社会科学就不大适用;对进入临
床高年级的学生也不大适用。因此,不妨采取多种形式
的考试方法,如开卷、半开卷、口试、动手操作、实验设
计、写文章、写综述以及人与计算机对话等方式,让考
试在素质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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