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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湖州学院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成立

2021年 10月 14日，湖州学院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成立。

湖州学院首届教学督导聘任仪式在明知楼 204 会议室举行，

副校长李祖欣、教务处领导、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成员、二

级学院教学副院长出席了聘任会。会议由教务处处长阎登科

主持。

（湖州学院首届教学督导合影）

会上，李祖欣副校长宣布湖州学院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

成员名单，并为湖州学院首届教学督导员颁发了聘书。首届

教学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周淑舫教授作了表态性发言，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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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连根副教授对转设前学院的教学督导工作进行了总结回

顾。

最后，副校长、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李祖欣讲话。

他首先向各位督导员表示祝贺和感谢。同时，对首届教学督

导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深入认识教学督导之于学校

发展的重要性；二是要全面设计教学督导的工作体系；三是

要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教学督导工作；四是要紧跟高等教育

形势，加强自身学习和建设。

教学督导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下午，湖州学院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督导委员会副主任周淑舫教授布置了本学期的督导工

作，提出相关工作要求。指出本学期督导工作主要有三项：

一是对上学期期末考试、考查的试卷进行抽查；二是对湖州

学院 2021 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进行抽查；三是从第七周开始

进行听课。

督导委员会秘书长陈连根对试卷抽查、毕业论文抽查与

听课等工作作出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强调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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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委员会召开试卷检查

专题工作会议

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召开试卷

检查专题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试卷检查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主要问题如

下：一是如何准确把握考试课试卷的评分标准；二是如何对

考查课试卷进行评分；三是如何填写试卷检查评价表、汇总

表等。通过讨论，大家形成了思想共识，统一了评分标准，

推进了工作进度。

教务处副处长沈阳参加会议，并就督导在试卷检查中所

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试卷检查〗

2020-2021 学年第 2 学期

期末考试试卷抽查情况通报

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于2021年 10月 18日至11月 5日，

对经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公

共教学部）等 4 个二级学院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的 112

份期末考试试卷进行质量抽查。抽选的原则是根据各学院考

试、考查课程门数，按比例随机抽取。学校教学督导依据《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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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学院考试管理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对试卷的命题

质量、阅卷规范、试卷材料归档和平时成绩（作业等）方面

进行了检查。现将本次抽查结果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112 份试卷中有 2 门课程没有纸质试卷（上机考试）。

学校教学督导根据评分标准，按百分制对 110 份试卷进行检

查打分。其中得分最高 100 分，最低 30 分，平均 84.9 分；

试卷得分 100—90 分的有 57 份，89—80 分有 31 份，79—70

分的有 11 份，69—60 分的 5 份，60 分以下的有 6 份。从二

级学院平均分来看，理工学院最高，91.9 分；经济管理学院

最低，得分 78.9 分。

学校督导抽查各学院 2020-2021（2）

试卷评阅成绩统计表

分数段分布情况
平均分

学院 100-90 89-80 79-70 69-60 60 以下

经济管理学

院 32.1% 27.7% 25% 10.7% 3.6% 78.9

人文学院 43.6% 41.0% 2.51% 0 10.3% 84.1

理工学院 79.4% 14.7% 5.9% 0 0 91.9

马克思主义

学院（公共

教学部）
44.4% 22.2% 0 22.2% 11.1% 80.1

合计 51.8% 28.2% 10.0% 4.5% 5.5% 84.9

总体看，大部分考试课程的考题内容符合课程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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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课程考核特点，符合测试学生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的要求，大多数教师在阅卷、试卷材料装订、布置

批改作业等方面做得比较规范。但是也还存在一定问题，需

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存在问题

现将本次对 110 份考试、考查试卷抽查中存在的问题归

纳、汇总如下：

（一）考试考查课程存在的一般问题

1.试卷质量问题

第一，命题质量问题。在 110 个班级试卷材料中，有 7

个班级期末考核是没有试卷的，包括格式试卷和非格式试

卷。在试卷命题上，集体命题或题库抽卷占比很少，绝大多

数试卷是任课教师自己命题出卷考试的，考教合一情况比较

普遍。许多考查课程在考查中没有命题计划，如：20202831

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在试卷试题上，有些试

卷题型较少，如：20203633 班的《大学物理 D》试卷、20182432

班的《语文教学论》试卷，题型只有 3 种。有些试卷试题分

值设置不合理，如：20193635 班的《纳米材料的制备与应用》

试卷，填空题第二题有三个空格，但分值只有 1 分；20183631

班的《液压与气压传动》，每个小题有多个空格，但分值只

有 1 分。有些试卷试题不够规范，如：20183131 班《人力资

源开发和管理导论》试卷试题的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



6

在主客观题比例上，110 份试卷中有 24 份试卷存在不合

理问题，占比达到 21.8%。在这 24 份试卷中，主客观比例列

前面的是 20193635、20192831 两个班的《大学英语 4》，比

例达到 15∶85；20202435 班的《公共关系》试卷，比例达

到 20∶80；20182533 班的《英国文学 2》、20182135 班的

《物流信息管理》、20192931 班的《药物合成反应》、20202631

班的《设计概论》等试卷，比例达到 30∶70。

第二，试卷样式问题。有些试卷在设置得分栏目上不够

规范，如：20193131 班的《行政管理》试卷卷首得分栏目太

多，而大题得分栏没有；20182131 班的《国际市场营销》试

卷得分栏多于题型数；20202135 班的《会计学》试卷第四大

题没有得分栏。有些试卷卷面安排不够合理，如：20202831

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试卷，题与题之间的空间太大，

造成不必要的卷面浪费。

第三，参考答案问题。不少试卷的参考答案在采分上存

在诸多问题。如：20202133 班的《高等数学 C》试卷，参考

答案在大题上没有明确标示采分要求；20192431 班的《中国

现当代文学》试卷，第二道大题题干没有标明分数，第三大

题名词解释的第2个名词采分点少了1分；20203633班的《大

学物理 D》试卷，参考答案在第三大题上没有细化分值；

20183635 班的《材料物理》试卷，参考答案标题与试卷标题

不一致，字体大小不一致，采分点不清晰；20182531 班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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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英语写作 1》，在参考答案中对第四题有额外加分（2-5

分不等），而对作文题得分没有具体分值要求；20202131 班

的《宏观经济学》试卷，第四大题的 5 个小题没有参考答案，

等等。

第四，学生成绩分布问题。学生成绩分布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试卷的质量问题。在 110 份试卷中，有 16 份试卷学

生成绩分布不合常态，占比达到 14.5%。如：20202642 班在

《展示设计》考试中，100—90 分段为 1 人，占比 2.12%，

89—89 分段占比 97.88%，全班分数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个分

段中；20192131 班的《跨境电子商务理论》成绩基本上集中

100—90 分段中，该段占比达到 92%；20203641 班的《近代

测试分析技术》成绩处于 60 分以下的占比达到 64.28%；

20202831/32/33 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绩处于 60

分以下的占比达到 64.14%；20202131 班的《宏观经济学》

成绩处于 60 分以下的占比达到 62.81%。

2.阅卷质量问题

第一，试卷分数差错问题。总的来讲，任课教师对试卷

分数的准确性高度重视，合分时非常认真、仔细，差错率比

较低，在 110 份中只有 7 份试卷存在分数的差错问题，而且

差错的分值都在 10 分之内。但是在这 7 份试卷中有 1 份试

卷的差错是比较多的，存在 3 个地方的差错。这份试卷就是

20202131 班的《宏观经济学》，20202131 周××的试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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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扣分 9.6 分，实扣 8 分；20202131 陈××的试卷计算

题应得分 12 分，实际得分 11 分；20202131 曾××的试卷第

四大题应得分 10 分，实际得分 14 分。在以前的试卷检查中，

这位《宏观经济学》试卷批阅的教师在试卷批阅方面也很马

虎。

第二，阅卷符号使用不规范。使用阅卷符号不规范的问

题比较普遍，在 110 份试卷中有 60%以上的试卷有这方面的

问题。在一些考查试卷上整本试卷都没有批阅符号，如：

20193631 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试卷，20183131 班的

《组织行为学》试卷，20182131 班的《国际市场营销》试卷

等等。有些试卷在一些地方有符号，在另一些地方没有符号，

如：20202135 班的《会计学》试卷。有些试卷使用符号不当，

在 1 个小题上使用多种符号，如：20202832 班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试卷，在一个小题的批阅上使用 3 种符号；有

些试卷在正确答案上所使用的符号是“/”，而不是规定的

符号“√”，如：20183631 班的《液压与气压传动》试卷、

20192435 班的《新媒体导论》试卷；有些试卷在错误答案上

使用的符号是“/”，而不是规定的符号“×”，如：20192525

班的《日语泛读（2）》试卷；有些试卷扣分放在左侧，而

不是右侧，如：20182932 班的《发酵工程》试卷；有些试卷

修改处没有签名，如：20182831 班的《大学物理 D》有多次

修改处没有签名；有些试卷存在大量的多余符号，如：



9

20182133 班的《网络客户关系管理》试卷；还有的试卷在得

分栏里填写扣分数，如：20182932 班的《酶工程》试卷，等

等。

3.试卷材料及装订质量问题

有些试卷材料袋栏目填写不全，如：20182831 班的《大

学物理 D》试卷材料袋上没有填写课程名称；有些试卷材料

袋栏目字迹潦草，如：20183131 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导论》试卷材料袋，20192136 班的《国际金融》试卷材料袋；

有些在试卷材料上无签名、无日期，如：20192431 班的《中

国现当代文学 2》、20193631 班的《材料力学》、20183631

班的《自动机械装备设计》等试卷材料袋里的试卷分析报告、

命题计划无签名；有些试卷材料袋里材料不全，如：20192831

班的《人工智能》试卷装订材料里缺少空白卷；有些试卷材

料装订马虎，如：20202731 班的重修学生试卷与所跟班学生

试卷装订在一起，20192731 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试卷

材料没有装订，20182533 班的《西方文明史》成绩登记表、

成绩分析报告、参考答案等材料均未装订上，20182432/33

班的《语文教学论》两个行政教学班的试卷装订在一起且装

订不整齐，20192435 班的《新媒体导论》没有将成绩登记表、

空白试卷与试卷装订在一起，等等。

4.平时作业问题

有些课程作业布置次数太少，一学期只有 1-2 次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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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83131 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导论》，20192136

班的《国际金融》，20202832 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0193631 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有些作业批改

比较马虎，没有评分，如：20192525 班的《日语泛读（2）》

平时作业厚厚一叠，但没有任何批改痕迹；20192132 班的《市

场调研与预测》课程的学生作业没有批改和成绩，学生作业

还跟试卷等装订在一起。有的试卷材料袋里作业本没有学生

姓名，如：20192131 班的《国际贸易实务》试卷材料袋里的

作业本，有名字的只有一本，等等。

（二）考查课程存在的特殊问题

考查课程分为出卷考试和不出卷考试两种情况。两种情

况都应有考核要求、考核标准、评分标准，有作业，有评阅

材料。根据这些要求，对 19 份考查试卷进行检查评分，100

—90 分的 7 份，89—60 分的 6 份，60 分以下的 6 份；最高

分 98，最低分 30，平均分 69.8。从检查情况来看，考查课

的考核存在的问题比较多，除上述一般问题以外还有一些特

殊问题。在 20183632 班的《互换性与技术测量》成绩登记

表上平时成绩、期末成绩、总评成绩这三个成绩是一样的；

有的考查课程的期末成绩不知是如何形成的，如：20183131

班的《组织行为学》任课教师对考核论文没有批阅、没有评

分，但在期末成绩栏里有学生的成绩；还有上述提到的 7 门

没有试卷和其他考核材料的考查课程，没有评分依据却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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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成绩；20182434 班《传播学》期末考核以课堂限时练习完

成，但没有相关的评分标准。

三、建议及措施

（一）二级学院加强对教学工作规章制度的学习

《湖州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湖州学院考试管理办

法》《湖州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已经

发文 并挂在 教务 处网页 管理文 件内 ，具体 链接：

https://jwc.zjhzu.edu.cn/680/list.htm。各二级学院要

通过多种形式组织老师对这些规章制度进行学习，明确学校

考试工作的要求，使每位教师切实按照文件要求来规范考试

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在考试工作过程中，各二级学院的教研

室主任、教学副院长要加强对试卷命题、阅卷等方面的把关，

教学秘书做好上交材料的检查。

（二）二级学院加强对考查课程的考核工作管理

从检查情况来看，任课教师对考查课程的考核工作具有

较大随意性，考核过程及材料不规范情况严重。二级学院要

加强对考查课程的管理，可以根据学校考试管理办法的精

神，结合相关专业的实际情况，细化本学院考查课程的考核

办法，提出详细具体的要求。不出卷进行考核的考查课程，

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考核，但也要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做到

有考核要求、考核标准、成绩评价标准、有过程性材料等。

（三）二级学院推进数字化教学资料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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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课程考核具有特殊性，在考核中有大量设计作品

作业，主要形式为电子图片、三维模型、制图元素材料等。

信息类许多课程是机考的，目前这些考试资料都保存在任课

教师那里。各二级学院需加快数字化教学资料库建设，教学

办应配备必要的存储设备如移动硬盘等，以保存这些考核材

料和过程材料。

（四）学校加强对督查结果的反馈和指导

学校加强对检查结果的反馈，召开学校教学督导检查反

馈会和二级学院教学督导检查反馈会，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展示性解说，帮助各二级学院认识到教

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晰下一步工作改进的方向。

（五）树立质量保障意识

从试卷抽查存在的问题来看，主要涉及试卷出卷与阅卷

两大方面。如某门课程的题型、答案歧义导致批阅对错不一

致，主客观比例及成绩分布不够合理，计分有误、阅卷符号

不统一，存档材料随意性等问题。二级学院要站在保障人才

培养质量的高度，认真对待此次抽查中发现的问题，以问题

为导向，及时向相关教师和管理人员反馈学校督导试卷抽查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有反馈、有整改、有举措、有成效，严

格教学规范，做好过程管理和反馈改进，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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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卷抽查不规范情况展示

（试卷格式不规范） （标准答案打印不清晰）

（试卷分值有问题） （答案分值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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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答案字迹潦草） （试卷答案有错别字）

（试卷符号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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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无批阅符号）

（试卷无批阅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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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题没有得分栏，有的未标注扣分） （得分栏未填入分数，批阅符号不规范）

（得分栏内分数不规范） （批阅符号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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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修改处未签名） （考查课试卷未批阅）

（试卷批阅有多余符号） （试卷批阅有多余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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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材料装订不认真、不规范）

（试卷装订顺序不符合要求、过程材料不应装入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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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装订材料不规范） （试卷命题计划无签字）

（试卷分析报告无签名） （试卷分析填写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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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封面填写不完整）

（试卷装订不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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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作业无批改痕迹）

（
平
时
作
业
无
批
改
及
分
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