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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 年第 9 期(总第 114 期) 

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价中心、教务处主办          2021 年 11 月 15 日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试卷检查及评优情况总结 

 

为进一步规范课程考试管理，提高考试命题质量和试卷评阅质量，

校本科教学督导组对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期末考试试卷进行

了抽查，并对各教学单位择优推荐的试卷进行了评比。情况如下。 

一、优秀试卷评选结果 

学院共推荐 2020-2021学年课程考试试卷 38套，校教学督导组按

照学校“优秀试卷评价标准”，从试题质量、卷面质量、试卷评阅、平

时成绩和其它材料等 5 个方面对推荐的试卷进行了认真、严谨的审核

与评价，共评出优秀试卷 19 套，详见表 1. 2020-2021 学年优秀试卷

一览表。 

表 1. 2020-2021学年优秀试卷一览表 

单  位 课程名称 命题教师 阅卷教师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营养学 敖长金、哈斯额尔敦 哈斯额尔敦 

兽医学院 兽医内科学 张剑柄 张剑柄 

农学院 植物生理学 雷雪峰 雷雪峰 

林学院 园林工程 孙婷、闫晓云 闫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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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课程名称 命题教师 阅卷教师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作物施肥原理与技术 刘美英 刘美英 

沙漠治理学院 城市设计 郑硕 郑硕 

机电工程学院 拖拉机汽车学 闫建国 闫建国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测量学 闫志远 闫志远 

建筑构造（2） 郭丽娟 郭丽娟 

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 
胶黏剂与涂料 B 陈鹏 陈鹏 

木材保护学（双语） 王雅梅 王雅梅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乳与乳制品工艺学 
明亮、双全、王俊国、 

白英、赵洁 
赵洁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操作系统原理 李美安 米晓琴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生物化学 孟凡华 王桂花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妇女社会工作 石昱岑 石昱岑 

外国语言学院 大学英语 2 王兴刚 陈蓉 

理学院 

普通物理学 B1 张强 
侯晓飞、利民、包锦、

王焕、官布 

线性代数 B 萨如拉 
那仁满都拉、萨如拉 

白淑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汉语写作 艾敏 梁晓涛 

二、试卷抽查结果 

学校本科教学督导组从各学院随机抽调试卷 57套，按照“内蒙古

农业大学本科试卷评价标准”，对考试方法与试题质量、卷面质量、试

卷评阅、平时成绩、其它材料情况等进行检查与评价，检查结果为：

评价分数 90分以上 30套，占 52.63%；80～89 分 22套，占 38.60%；

70～79分的 3套，占 5.26%；60～69分 2套，占 3.51%，见表 2.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试卷抽查结果统计表。 

表 2. 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本科试卷抽查结果统计表 

学院名称 
抽查试 

卷套数 

     评价结果 

90～100 分 80～89分 70～79 分 60～69分 

动物科学学院 3 1 2   

兽医学院 3 2  1  

农学院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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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抽查试 

卷套数 

     评价结果 

90～100 分 80～89分 70～79 分 60～69分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3   1 2 

林学院 3 1 2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3 1 2   

沙漠治理学院 3 1 2   

机电工程学院 3 3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3 1 1 1  

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 3  3   

经济管理学院 3 2 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3 2 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3 1 2   

生命科学学院 3 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 2 1   

外国语言学院 3 2 1   

理学院 3 2 1   

能源与交通工程学院 3 2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3    

合计 57 30 22 3 2 

三、在抽查试卷和推优试卷中反映出的问题 

总体来看，多数试卷的命题质量较高，题型、权重符合教学大纲

要求，题量合理，难度适中，考查点多，覆盖面大，能体现出知识和

能力的考核；试卷格式规范，插图清楚，印制质量较好；评阅认真、

规范；所附材料齐全。特别是平时成绩考核，在考核方式、权重、记

载、区分度等方面均较之前有一定进步。其中，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

学院、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理学院推荐的优秀试卷，机电工程

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被抽查到的试卷评价结果均为

优秀。但从检查结果看仍存在一些问题： 

1.考试方法与试题质量：个别试卷主观题比重小，题型少；参考

答案格式不规范，文字、序号、分数、标点符号等错误有所增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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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参考答案与试卷不全相符；评分标准不够准确、合理。 

2.卷面质量：个别试卷不够规范，文字、序号、分数有误，如每

“空”误写为每“题”、“我国”误写为“我过”、每题 2 分实为 1分等；

个别插图不清楚或字号太小。 

3.试卷评阅：个别试卷评阅不够规范、严谨，如未在首份试卷或

分数修改处签名；错判、松判、核分错误等现象依旧存在；有 1 名学

生的试卷分数与上传分数不符。 

4.平时成绩：成绩偏高，区分度小；给分依据不明确，如考勤有

记载，但无给分标准；用平时成绩提高及格率，如有的班级期末考试

成绩不及格率高达 40-50%，加入平时成绩后不及格率大幅度降低。 

5.其它材料：表格填写有缺项；试卷审批流于形式，如有的教研

室主任或院领导未签名，个别试卷、参考答案有较明显的错误未审出；

试卷分析不到位或分析的是总成绩；课程教学总结剖析问题少，缺乏

改进措施或针对性不强。 

6.试卷自查工作不够细致。在学院已经自查过的试卷中，一些较

明显的错误未见指出。 

四、改进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全体教师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坚

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营造良好教风、学风。 

2.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试纪律，

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的有机结合，进一步规范平时成绩的评

定标准和考核记录。对试卷中存在的问题要认真整改，并跟踪整改效

果，对较严重的问题要组织复查，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3.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教研室要把好试卷命题关、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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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关、过程性考核关和文字规范关，定期组织本室教师开展教学研讨，

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文字功底。 

4.任课教师要做好试卷分析和课程总结，对卷面成绩不及格率高

的班级或出错率高的试题，要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

教学改进措施，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