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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考试是检测学生对实验课程的掌握情况，只有准确、公平、
公正、客观评定学生的实验成绩，才能使他们正确了解自己对实验
内容与技能的掌握情况。通过考试既能让他们认识自己的不足，又
能够调动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又能使教师从考试
情况中分析并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三、实验考试改革的方法

理念的改革是实验考试改革的前提 [2]。教师和学生应该清楚实
验课是一门独立课程，其重要性和理论课没有区别。实验考试改革
的目的是通过考试既要考查学生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
更要提高学生的基本实验操作技能，还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验
技能，提高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团
队合作的能力，在实验考核中应采用多元化的考试方式，综合改革。
1. 号码牌制，便于实验教师对学生平时成绩的正确评判
所谓号码牌制，也即实验课时，给每组同学按照学号给予号码牌，

学生把号码牌放在自己位置的前面，学生号码根据学号顺序以“1、2、
3……”命名，这样上课过程中，老师可以很清楚的知晓同学的上
课状态、操作情况、操作结果，对每一个实验每一名同学的平时成
绩给于公正的评判，同时也避免了在随堂记录学生成绩时挨个问姓
名的尴尬。更重要的是有了号码牌的限制，可以遏制学生实验偷懒
不认真的行为，提高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加大
对学生实验操作的监督力度，防止有“滥竽充数”的情况出现。同
时老师也可以针对学生参与学生实验的具体情况，当场对实验操作
成绩打分。
2. 面对面抽签考试，也即期末实验理论考试的考核方式
实验课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对实验相关知识进行考核。以

往考试形式通常是出几道简答题，在课堂上开卷或闭卷考试“一卷
定成绩”的方式，考试内容考前背背就可以轻松过关，难以全面反
映学生的掌握，而且过度采用开卷或闭卷考试不但不利于学生个性
和能力的展示，更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对于实验项目连贯
性强、内容多、程序多的园艺植物生物技术实验更是如此，而面对
面抽签考试可以有效避免这一点。如在园艺植物生物技术实验中，
主要分细胞工程和分子生物学两方面内容的实验，因此可以先设这
两个题库，每个题库根据大纲要求，包含大多数知识点和重点，考
前将每个内容进行标号，两个实验老师一组，一个负责学生抽签，
一个负责学生评判计分，学生进入考场后分别从两个题库中抽取附
有考核内容、评价标准的答题卡，答完之后交给老师评判，最后评
判老师根据答案及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这种考试方式涉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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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是教学工作中的重要环节，通过考试不仅能检验学生这门
课程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的好坏，而且也能从一定程度反应学生
对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高低。实验课程考试是考察学
生的实验与实践能力、评价教师实验教学质量的基本手段。培养高
素质复合型人才是目前大多数高校改革的主要目标，同时在人才培
养方案修订中也越来越重视实践课程的教学，实践课程学时所占比
例逐渐提高，对实践课程教学体系改革逐渐优化，实验教学内容也
不断扩展和更新。实验课程考试是考察学生的实验与实践能力、评
价教师实验教学质量的基本手段，是教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1]。
一、目前实验考试的现状

通过调查，目前很多地方高校通常以“6+2+2”模式进行实验
考核，即在实验考核中平时成绩权重占 60%，实验理论考核和操作
考核各占 20%；其中平时成绩主要包含学生出勤率、预习报告、实
验报告、学生对待实验的态度和实验操作和实验操作技能几个方面
内容。但在实际操作时，平时成绩主要是根据实验报告成绩，而实
验操作和实验态度打分几乎形同虚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
实验过程中，学生人数较多，实验分组多，除了个别极不认真的学
生外，实验课老师很难记住每个同学的名字；另一方面，因为实验
操作和实验态度标准很难评判。因此操作成绩也只能是象征性的给
予，实验态度也是如此。而对于实验报告来说，学生大多是照着实
验指导书抄写，内容如出一辙；做实验时很多学生不认真、不思考，
对着实验步骤照猫画虎，实验结果分析也是相差无几，这就造成了
最后结果是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学生参
与实验的积极性。 

另外，目前大多数地方院校实验理论考试采用形式一般有两种：
开卷考试或闭卷考试。闭卷考试，通常是考查所开设实验项目的实
验目的、实验原理或实验步骤等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创新性比较低，
学生通常只需死记硬背、临时抱佛脚就可以轻松过关，达不到通过
考试促进学生能力提高的目的。开卷考试，虽然所考内容教材中并
没有固定答案，但在数字化的今天，学生总能从网络中找到些蛛丝
马迹，很少自己动脑去思考回答问题。

虽然操作考试采取的形式相对多样化，如拟定几个实验项目让
学生抽取其中一个进行操作考试，或是让学生现场操作某几种仪器
的用法等等，这些方法虽然便于量化，但并不能全面的考核学生的
操作能力，最终结果就是学生探索知识的激情被扼杀了，学生的创
新能力得不到培养。
二、实验考试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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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广，再加上抽签内容的不确定性，能更有效地督促学生对各知
识点的巩固学习。目前这种方法已被证实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与培养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3]。
3. 加入虚拟仿真实验考试
在实验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虚拟仿真实验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

的实验资源，为实验教学注入新内容，已经成为实验教学体系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虚拟仿真实验能够提高实验的经济性，打破时间、
空间、资源等限制，不仅可以直观地强化实验操作的规范性，而且
在虚拟实验室完成有毒易爆等危险实验的学习与训练中也规避了潜
在的安全风险 [4]。以园艺植物生物技术实验考试中关于“PCR 技术”
为例，这个实验程序繁琐，耗时长、耗费实验经费高，仅 PCR 扩
增退火的温度摸索就需要花很长时间，一旦温度设置不准确，最终
目标 DNA 条带就可能显示不出来，那么学生该项考试就没有成绩，
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虚拟仿真实验考试能避免该类问
题的出现。 
4. 加入设计性实验考试项目
设计性实验考核主要是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综合分析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5]。具体操作办法是： a、在平时实验的基础上，
设计实验项目；b、学生抽签确定实验项目；c、学生查询参考文献，
设计实验方案；d、学生独自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最后，根
据学生实验方案是否可行、实验操作过程是否规范、实验结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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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进行综合评定。这种方式可以通过本科生开放实验室来保证实
验过程的开放，确保设计性实验考试的顺利进行。
5. 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 [6]。
为了能公平、公正的对学生平时成绩进行评定，其中出勤和态

度情况由实验小组组长来记录，老师审核共同评定；实验预习报告
和实验报告由实验老师来打分。这种考核方式打破了学生实验成绩
由老师一人决定的局面，同时也能更大程度调动学生参与实验的积
极主动性。
四、结语

在构建“一流学科”和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背景下，为
了提升实验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培
养学生积极参与实验课程的兴趣，同时增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数字化新形势下的社会需求，高校需要
更加关注并系统地加强实验课程考试的创新与实践，尝试在实验考
核中采用多元化方式。这些方式如何更好的有效结合，在今后的教
学实践中还需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