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考试试卷专项检查报告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根据学校总体要求和本科教学评估整改期间工作安排，为巩固本科教学工作

评估成果，坚持教学质量管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考试环节工作质量，教学

质量评估中心3月中旬组织校内专家检查小组深入各教学单位对我校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考试试卷进行了专项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一）检查时间及人员

检查分两阶段进行，2019 年 3 月 4-8 日为各院系自查阶段，3月 14-15 日学

校专家组进行了抽查。学校专家检查组由督导组专家和各院系委派的教师代表组

成 12 支检查小组进行交叉检查。

（二）检查工作的组织

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2月底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考试试

卷质量专项检查的通知》，组织检查组秘书就本次检查的内容、形式及要求召开

了试卷专项检查协调会，做了统一部署安排。检查要求各院系做了为期一周的试

卷专项自查工作，并形成了自查报告。教学质量评估中按照教务处提供的试卷清

单，对全校各专业各年级的理论考试试卷进行抽样。检查组成员在完成每个抽样

教学班试卷检查后填写《成都体育学院本科试卷质量评价表》，专家组完成检查

任务后，就检查对象试卷工作做出总体评价并填写了《成都体育学院本科试卷总

体评价表》。

（三）检查内容及标准

本次试卷专项检查主要围绕试卷命题、试卷评阅、试卷分析、试卷装订与归

档等内容进行了检查。

1.试卷命题。命题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反映本课程基本要求；题型多样

灵活，题量适中，难易程度符合课程特点；教研室研讨命题办法，实行试卷审查

制。



2.试卷评阅。平时成绩记录完整，总评成绩计算比例按规定执行；严格按照

评卷标准评定成绩，评阅分数及教师签名书写工整，用红笔批阅；评分客观公正，

核分准确，成绩更改有相关记录。

3.试卷分析。任课教师从试题覆盖面、难易程度、学生成绩分布状况、学生

对知识点掌握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总评成绩不及格率超过

30%，应从“教”与“学”方面做全面分析的特殊说明。

4.试卷装订与归档。试卷装订整齐、封面书写清晰、工整，内容齐全；归档

内容按教务处试卷归档要求进行整理归档。

（四）抽查试卷覆盖情况

3月 14-15 日，学校组织教学督导组专家和各院系教师代表进行交叉检查，

检查覆盖全校所有专业，共抽取 14 个教学单位中的 40 个教研室，抽查 248 个教

学班的 148 门课程，涉及 187 名教师，检查试卷份数共计 12905 份，具有较好覆

盖面，能够反映我校考试试卷质量和考试管理工作的总体情况。抽取具体数据见

下表：

专业数 教研室 理论课程门数 理论考试教学班 开课教师 试卷份数

学校总体数量 18 49 276 848 288 人 46252

抽查数量 18 40 148 248 187 人 12905

抽查百分比 100% 81.6% 53.6% 29.3% 61.8% 27.9%

（五）抽查整体结果

各院系自查阶段自我综合评价 7个单位为“优”，7个单位为“良”，优良

率达 100%。从各院系提交的自查报告中发现，自查过程虽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

但发现的问题仍集中在表面，未能对存在的问题做深层分析，对试卷质量缺乏把

控，同时对于已发现问题未能真正做到整改落实到位。学校专家组交叉检查中，

专家组对我校 14 个教学部门试卷质量及管理工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

综合评价为“优”3个，占 21.4%；“良”7个，占 71.4；优良率为 92.9%。这

表明我校本科试卷工作总体良好，考试管理的规范化及教师的责任心得到了加

强，质量不断提高，各院系已把试卷检查工作纳入了常规教学管理，体现了试卷

工作管理的长效性。



成都体育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试卷工作总体评价情况表

院系

制度建设 自查情况 试卷质量
专家组

综合评价制定院系试卷
管理办法和细则

布置
情况

落实
情况

试卷
命题

试卷
评阅

试卷
分析

试卷
归档

经管系 优 优 优 优 优 良 优 优

历史文化系 优 优 良 中 良 中 良 中

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 优 优 良 优 良 良 良

体育教育训练一系 良 优 良 良 良 良 优 良

体育教育训练二系 良 良 中 良 中 中 良 良

体育教育训练三系 优 优 良 中 中 良 优 良

图书馆 良 良 中 良 中 良 优 良

外语系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武术学院 良 良 良 优 良 优 优 良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优 优 优 优 良 优 优 优

休闲体育系 优 良 良 良 优 良 优 良

艺术学院 优 优 良 中 良 良 优 良

运动医学与健康学院 优 优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足球运动学院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注：排名不分先后，评价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

各教学单位试卷工作管理水平存在差异，个别课程考试试卷质量较差，试卷

管理工作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试题内容与命题计划不符。部分试卷考试内容与命题计划不统一，未明

确 A、B卷命题计划；命题计划中，命题教师签名与命题人数不一致；有个别考

试无命题计划；命题计划中开课院系、开课专业名称等信息填写不够规范，命题

形式的勾选和教研室主任签字有遗漏。

2、试题内容不够合理，题型缺乏多样性。教师对学生掌握课程知识的程度

把握不够，导致个别课程试卷题目偏难，学生不及格率过高，也有个别课程试卷

题目过于简单，成绩不能呈正态分布。个别试题中主观题与客观题比例不恰当，

客观题比重较大，特别是判断题、选择题比例过高，是学生最大的失分点。如体

育史所《体育教育史》题型只有 3种，单题分数过高。此外还有同一考试内容在

同份试卷中的选择题和填空题中重复出现的情况。

3、命题内容重复率高。检查中发现很多个单位的 A/B 卷重复率远超 30%，



如：教学班号为 2018112926 的《篮球》，教学班号为 2018112562 的《国外足球

学习与借鉴》；甚至有 A/B 卷完全一致的情况，如：教学班号为 2018111871、

2018111872、2018111873 的《体育游戏创编（基运 4）》，教学班号 2018111879、

2018111880、2018111881 的《排球类项目教学法与实践（基运 4）》。

4、标准答案不规范。本次检查发现有 4份试卷未提供标准标准答案；检查

还发现有的标准答案评分标准不够细化具体，有主观性题目实际评分与标准答案

不一致，评分不够严谨的情况；建议主观性试题应在标准答案中标明答题要点并

标注相应得分数；还有同一课程统一试卷却有不同标准答案的情况出现，如：教

学班号为 2018113136 的《跆拳道运动》。

5、卷面评阅不规范。检查发现有 30%以上试卷存在评阅不规范的各种问题。

首先是评分无记号，主观题得失分点无标记，或者是同一班级甚至同一份试卷，

评分记号不统一，出现前部分加分，后部分减分正负分混合使用的情况。其次是

评分标准不统一，部分课程阅卷不够严谨，导致同一教学班多名学生成绩做了更

改且成绩更改时无更改教师签名。再是分数统计不细致，卷面分数统计时多加少

加 1-2分情况较多。最后是有阅卷人无签名，阅卷人签名过于潦草，难以辨认，

或用签章代替签名的情况；有的试卷批阅教师只签姓，不签名，导致有问题无法

对应查找。

6、平时成绩不合理，考核方式不统一。部分课程平时成绩评定标准不明确，

未严格执行学校平时成绩考核标准（N-1 次）；同一门课程平时考核的方式不统

一；有个别课程平时成绩普遍偏高，平时考勤通班满分，平时考核也几乎接近满

分的情况不真实，不合理。

7、试卷质量分析流于形式。试卷质量分析不认真，不少试卷质量分析只有

寥寥数语，对于学生较早交卷、学生成绩非正态分布等情况未做任何分析，甚至

无分析，或直接弄错分析对象；试卷分析不深入、不够客观，针对性不强，没有

说服力，分析流于形式；分析过程中与教学总结缺乏基于教学目标达成的针对性

与实效性，改进措施不明确，改进的效果缺乏评估与追踪，导致试卷质量分析纯

粹是一种形式，对实际指导意义不大。

8、试卷归档材料不完整。个别试卷材料归档不完整，例如：装订在试卷册

中只见 A卷命题计划，而无 B卷命题计划，或只有 A卷样卷，却无 B卷样卷的情



况时有发生；部分归档材料中填写时间出现逻辑错乱，如试卷分析时间与命题计

划时间一样。再就是个别试卷存在装订材料顺序错误，例如：两门课程的样卷和

试卷互相颠倒，封面填写颠倒，导致两门课程装订错误；又或试卷装订时未按照

教学班号装订；部分试卷封面信息勾选不全，以及封面未采用最新封面。

9、其他一些问题。此外，检查还发现一些试卷格式不标准，排版错乱或是

试卷名称与实际课程名称不符等情况；个别交卷签名登记表未填写学生人数和日

期，监考教师未签名的情况，信息不够完整；总评成绩不及格率超过 30%时，未

在特殊说明中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及建议等问题。

四、改进措施及建议

试卷是重要的教学文件，既反映学校的教风和学风，也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

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各院系应高度重视试卷管理工作，认真组织全体教师

和相关教学管理人员学习《成都体育学院考试管理办法（2016版）》有关要求，

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建立多级管理模式

考试工作事关每位师生，各院系领导应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多级管理模式。

各院系应根据学校相关制度制定二级院系试卷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以院系为主

导，严把审核关，严格规范考试工作各个环节，建立教师-教研室-院系逐级监管

模式，完善考试管理相关工作。院系应逐步落实试卷定期自查的工作机制，扎实

做好整改落实。学校也将加强督查力度，每学期做一次专项检查，同时加大检查

范围，将补考、重修试卷纳入检查范围，深化检查层次，将由规范检查逐步转入

质量检查为主。

（二）试卷命题与审批

1、组织编写考试大纲。考试大纲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元素，是实施课程学业

考试的重要依据，是指导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和学生高效学习的纲领性文件。应以

课程大纲为基本依据编写考试大纲，具体体现课程大纲的要求，把教学要求和学

习目标具体化，将教学要求与培养目标转化为实际的质量评估项目和实际能力与

水平的测试内容，明确评价标准与考核方法。

2、提高试卷命题质量。试卷命题应体现教学目的、覆盖教学大纲的主要内

容，与教学大纲变更同步，并制定命题计划。试题应根据命题计划出题，应注重



对学生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察，适当降低识记性内容考核，避免难度偏低，

严格控制 A、B卷的重复率。题量应以一般学生能在 90分钟完成为宜，不宜偏

少，题型多样，试卷应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恰当的不及格率。

3、建立严格的试卷审核制度。各院系应加强对试卷质量的审核。授课组教

师应依据教学大纲，在开课前由任课教师讨论确定命题计划，并提交给教研室主

任审核，严格实行试卷审查制度。对采用开卷方式等考核的课程在试卷内容的审

核上要尤为慎重，避免以考试改革为名变相降低考试难度、降低对学生的考核要

求。此外，审核中同时要注意试卷格式的统一，加强对试卷的规范性管理。

（三）成绩评阅与管理

1、平时成绩给分须有依据。平时成绩一般包括课堂考勤、平时作业质量、

课堂表现情况等，出勤不能作为平时成绩的唯一依据。任课教师需加强对学生的

学习过程管理，平时成绩打分要合理，避免打分过高，变相成为课程拉分手段。

平时成绩组成及比重应在课程教学大纲内详细列明并告知学生，以促使学生课堂

自律、学习自觉。

2、严格试卷评阅。教师应认真阅卷，评分须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

阅卷评分方法须统一，每个题目皆应有评阅标识，对于大题应标记得分点。评阅

时，一律采用正分评阅，不得使用负分或正分、负分混合使用。评阅教师应工整

书写全名，不得使用签章代替。

（四）试卷分析与成绩复核

1、认真做好试卷质量分析。试卷质量分析是教师对出题质量和学生掌握情

况的分析，也是促推教师提升教学质量，反思教学过程的有效抓手。试卷分析务

必做到详实，有针对性，少说空话套话，用数据而不是凭感觉下结论。试卷分析

一般应围绕命题的评价（包括命题来源、覆盖面、难易度，学生答题情况，实际

区分度等）、学生学习效果与教师预期的差距，有关改进教学的意见等方面展开

具体分析。

2、尝试建立试卷复核抽查机制。各院系可以尝试对试卷进行复核，由复核

人（一般应为同一课程组或教研室教师）对照评分标准进行复核抽查，确保试卷

评阅和计分无误。评分或核分有差错时，由阅卷教师、复核教师商议后于分数修

改处签字以示更正。



（五）考试材料整理与归档

考试材料归档应严格按照教务处规定的清单收齐，按照试卷封面要求的顺序

以教学班为单位统一装订。凡是试卷存档材料中涉及签名处必须手签，不得打印

或使用签名章。及时更换最新封面，正确勾选试卷封面信息。

试卷作为教学过程材料是审核评估“回头看”的必查材料之一，各院系应针

对本次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有问题的试卷，及时向教师反馈，将试卷原始

错误指示给他们加以纠正，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确保考试管理工作的科学规范。

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将适时组织学校教学督导跟踪检查各院系试卷存在问题的改

进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