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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中心：信息技术在考试、
教育评价中的应用



内容

• 考试、教育评价：认证标准与问题

• 信息技术优化考试和教育评价：以华西为例

• 讨论



多样性的考核方法如何整合与展现？



形成性评价的反馈、促学
如何做实？



反馈什么？质效？



如何提高教育评价信息
收集、反馈的质效？



考试考核相关：试题库 双向细目表 考卷 成绩报告 考试分析…

教育评价相关：学生课堂/实习评教 同行评教 毕业生调查…

纸质版 机读卡 PC端 移动端

信息技术有力推动考试、评价工作质效

实施性价低
信息损耗多
结果反馈慢
档案管理难

实施性价高
信息损耗少
结果反馈快
档案管理易

问卷反馈的问题

https://wcsmsurvey.wjx.cn/report/23676411.aspx


内容

• 考试、教育评价：认证标准与问题

•信息技术优化考试和教育评价：以华西为例

• 讨论



“以学为中心”设计考试与教育评价体系

• 成人教育学理论的七大原则
1. 建立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让学习者感到安稳、舒适，能够随心自如地

表达自己；

2. 对相关的学习内容和方法，由教与学双方共同建立学习计划；

3. 让学习者明确自身的需求，这将有助于激发他们内在的学习动力；

4. 鼓励学习者制定个人学习的明确目标，让他们更多地控制自己的学习；

5. 鼓励学习者识别有效资源和修正自己的学习计划，并运用这些资源来实
现自己的目标；

6. 对学习者实施他们的学习计划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7. 让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评估，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评判能力



“以教为中心” ➔ “以学为中心”

考试考核和教育评价应紧密围绕：
学生自主发现和 构建问题
学生主动探究和 解决问题
学生批判思考和 自主学习



案例1：电子题库与在线考试的实施

2012年~2018年
• 103门课程，试题11.8万道，67科室299教师参与

• 计算机组卷1900份，机考505场次，参与学生2.96万人次





创新解决方案-1

普通座位+有线网络接口+BYOD（学生自带+备用设备）

备用平板电脑

自带电脑

案例1：电子题库与在线考试的实施



创新解决方案-2
普通教室+翻转屏/升降屏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认可：合格、高效

案例1：电子题库与在线考试的实施



• 过程考核：比例问题？考核形式？考核的公平性、科学性问题？

• 形成性评价：概念与内涵？反馈质效？促进教与学？

• 案例：华西的系统整合临床课程的考评体系

案例2：过程考核与形成性评价

问卷反馈的问题

https://wcsmsurvey.wjx.cn/report/23676411.aspx


系统整合临床课程概况

• 2010年~内科学+外科学，临床五年制，320学时（大课119，见习205），16学分

春季学期 120学时 6学分（大四下期）

呼吸 泌尿 内分泌

秋季学期 200学时 10学分（大四上期）

循环 消化 骨骼 血液
外科总

论

27个临床

科室

339名教师

230名同学、

两轮授课
两个学期



考核方案

过程性：60%，终结性：40%

过程性

评价体系

60%

分模块

TBL 10% 床旁见

习10%

在线作

业和测

试5%

病例分

析 5%口试答

辩 15%

PBL5%

小组任

务 5%

职业素

养5%

临床五年
制

考核方式
权
重

考核时间 备注

床旁见习
床旁见习表现，包括学生考勤
情况、床旁提问、见习表现、
病案讨论表现、病历书写等

10%
每次见习结
束后教师评
分

见习教师评分平均，折算为
10%

病例学习 病例分析题5%和PBL5% 10% 模块结束时
每个模块纸质版案例、PBL案
例各1个

分模块TBL
笔试，按照进度表在每个模块
结束时进行，内外科分别指派
老师参加

10% 模块结束时 按各个模块的平均分计算

职业素养

贡献度、责任感、团队协作：
1、小组学生互评
2、教学评价完成情况
3、参与小组任务情况

5%
各模块学习
过程中

每个模块考评后汇总平均

小组任务 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任务，
如科普写作和推广

5% 不定 专业教师修改后上网推送

在线作业和
随堂考试

1、2次随堂在线测试
2、3次寝室自测，含共同出题
和答题部分

5%
随堂测试及
不定期周日
晚

课程题库及小组自主出题
（含答案和解析），每次1分
（每次后10名不计分）

临床思维口
试答辩

设置八个考核组，对应不同器
官系统教师，考核题目为结合
临床病案分析的口试答辩

15% 期中 涉及各系统大纲要求全部病
种

期末笔试 侧重病例分析的单项选择题，
10%英文

40% 期末
题量分布接近各模块学时分
布比例

总计 100%



过程考核（以17秋18春课程为例）

第1周小

组任务发

布

第2周在

线考试1

第3周

第4周呼

吸TBL，

在线作业

2

第5周在

线作业3，

PBL讨论

第6周内

分泌TBL，

在线考试

4

第7周，

小组任

务汇报

第8周，

在线作业

5

第9周泌

尿TBL

第10周

口试答辩

从第1周到第10周：教师见习评价/学生互评

期末笔试

18年春季学期



过程考核的技术支撑与实现方案

形成性：60%，终结性：40%

过程性

评价体系

60%

分模块

TBL 10% 床旁见

习10%

在线作

业和测

试5%

病例分

析 5%口试答

辩 15%

PBL5%

小组任

务 5%

职业素

养5%

问卷星 电子题库 华西微信企业号

课程中心网站 研究生助教



全国率先使用无线投票器
（2011年）

基于移动教育技术工具的随堂测验



随堂扫码 手机答题 即时反馈答案解析

基于移动终端的随堂测验



圆桌讨论教室
无线投票器

慕课视频播放

手机拍摄技能示教视频，同步传输屏幕

实时互动抢答

课堂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与反馈



• 每个整合课程模块的TBL考核环节

• 即时反馈，当场解决问题，鼓励争辩

TBL：10%

课前预习阶段

理论知识自学

课堂讨论阶段

知识应用与思辨

后续学习阶段

课后巩固与提升

1、个人独立完成多选题 -个人答案

2、分组讨论、检索资料 -小组答案

3、组间争辩、代表陈词 -全班答案

4、教师评价、反馈总结 -参考答案

个人测试

小组讨论

师生互动

Team-based Learning
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信息技术推动TBL的即时反馈和精细评价

2009年

• 纸质版开卷考试

• 试题可带走

• 机读卡阅卷

• 手工试题分析

• 教师参与小组测试

• 期末学生互评

2011年

• 纸质版开卷考试

• 试卷必须回收

• 机读卡阅卷

• 手工试题分析

• 教师不参与小组测试

• 教师只在互动反馈出现

• 每个模块学生互评 2013年

• 电子版开卷考试

• 自动阅卷形成试题分析

• 教师只在互动反馈出现

• 每个模块学生纸质互评

2014年后

• 各个器官模块独立开课

• 电子版开卷考试

• 自动阅卷试题分析

• 教师在线互动反馈

• 学生在线期末互评



Web-based PBL

• 创建、发展“独立设课”PBL教学模式10年、辐射到

近30门专业课程，培训135位导师、惠及1900学生

• 创新PBL案例（SCIPRT）,在“渥太华医学考试”国

际会议交流

• 应用在线学习资源、交互式LED、电子问卷、微信等

促进讨论、检索与分享



教师自带移动设备实施临床技能考评
反馈得分细节，而非只是分数

技能考核：BYOD策略

（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



床旁见习测评：10%

按见习日志逐次

在线个体评分

多人多次

期末平均



职业素养测评：5%

贡献度、责任感、团队协作

• 17秋：4次TBL，小组命题任务

• 18春：3次TBL，小组科普文，PBL

全过程：每次小组学习均有贡献评价

匿名在线投票自评和互评

期末统计得票数并折算为等级分

各种教评的完成质量和提供意见建议

职业素养评价指标



形成性评价的成绩反馈和申诉机制

同学关注公总号“华西临床本科教学”

个体发布形成性评价的成绩和具体排名

课程中心网站提供全年级同学各项成绩百分位明细表

成绩申诉复核



小组自主PBL及随机代表汇报：临医导论



第二课堂（30学时）

英语流利说

每 日 打 卡

大课讲授

20学时
62%

分组汇报

12学时
38%

课内安排（32学时）

✓ 每天APP打卡（5分钟）

✓ 每周7天，7天不能中断

✓ 以周为单位，共10周

混合式学习与考核：医学文献阅读



收集自学信息并考核：形成性评价、游戏化、量化自我



口试答辩

考室1 考室2口试考室外排队待考



小组任务（Task-based ）：科普撰写

选题和分工 汇总讨论和定稿 反馈与展示

以其中某小组为例：选题，“小软” 的烦恼





案例4：信息技术促进教育评建

• 纸质版、机读卡

问卷反馈的问题

https://wcsmsurvey.wjx.cn/report/23676411.aspx


学生评教师、评课程：基于问卷星

学生对课程和教师按照器官分模块进行教评



学生评实习：基于问卷星



同行/领导评教：问卷星+微信企业号

查课 选听课 评教



课时排行榜、评教排行榜



移动巡考



讨论：“以学为中心”的考核及评价设计

• PDCA质控环：重视过程、反馈、改进

•以考促学：对管理者/教师而言，你的下属/学生不会做你希望的，

只会做你将要考核的

•信息化建设重塑流程：从“用户”视角出发

• 移动、随处、随时、个体、精细

• 需求+无线投票器、问卷星、微信、QQ、电子题库…



华西临床医学院 /华西医院

教务部 卿平 18980601074

qingping@sc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