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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为例,结合教学实践,针对现行考核方法、考核理念、考核目的、考核内容、考

核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转变观念,坚持“重期末考核向重平时考核,重笔试考核向重口(面)试考核”两转向,在

我校小班教学中试点期末口(面)试考核方案.以下重点探讨“为什么试行口试”,简介“如何组织口试”,通过2014~

2015学年第一学期在实验班和卓越工程师班实践一学期,实践效果良好,可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为其

他课程考核体系的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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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试与口试(面试)是两种不同的考试方式,各
有所长、各有所短.据现代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念,为使学生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不仅要将

考核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而且要求考核形式多元化,

学生可以选择考核方式.当前,大学物理课程期末考

试大都采用闭卷笔试方式,好处是标准统一,操作简

便,但就是这种标准统一的考核方式也存在一些弊

病,如学生平日不学习,靠期末3天突击,学生个性

在笔试中不易显露等.本文介绍我校大学物理课程

实施期末口试的实践与探索.

1 为什么试行口试

1.1 与小班教学相匹配的一种考试方式

目前,我校大学物理教改项目组在小班探索与

大班不同的教学方法[1],具体做法是在学生课前预

习的基础上,在小班课堂教学中多采用提问 讨论

解答的形式,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因此,师
生面对面的口试形式,对了解学生就有笔试做不到

的优点.
1.2 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对于90后的大学生,时代特点鲜明,厌恶循规

蹈矩,崇尚张扬自我,思维模式活跃且各有差别.以
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照顾个性差异,通过更人性

化的不同考试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灵活考核学生知

识结构与应对能力,更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水平.让学生自主报

名选择考核形式,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90后大学

生,很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期末考核方式.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自身特点来选择考核方式:笔试或口

试.实验班2013级一位参加口试的学生在回答选择

口试原因时说,“考核方式新颖;平时课堂上自己参

与很多,已有一些锻炼,慢慢习惯了这种模式;更能

考核平时的学习过程,考查更加细致,希望进一步挑

战自己;以后大四毕业答辩、考研、找工作都会面试,

提前抓住机会锻炼一下,故很欣赏这样一种考核方

式,希望推广到其他课程.”

1.3 考核学生知识 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的程度

不同的学生由于家庭遗传因素、成长环境及个

人努力不同,在大学物理的学习中理解、应用、拓展

能力与物理素养程度不同.如有的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达到一定程度,但应用能力不是很好;有的学生

对知识点的掌握、应用、拓展方面做得较好,但笔试

方式不一定能完整表现出来.因此,本着全面考核学

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程度,口试方式应运

而生.
1.4 冲击平时不学 期末突击的学风

当前高校学风不正的一大表现为:平时不学,期
末突击.而口试方式针对教学基本要求,与笔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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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侧重于考查“为什么”,或处理某一个物理问题用

到的方法、思路,所以,面对教师面对面的提问,光靠

考前突击,学生很难应对,得不到及格成绩.
1.5 多元考试方式符合现代教学理念

现代教学理念要求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其中口

试对启发学生思维,提高其沟通与协调能力,提高学

生心理素质及口头表达能力方面具有很强的实践意

义.
灵活运用笔试、口试、课堂讨论、期中(末)小论

文、提问纸[2]等多种考试形式和考试方法[3,4],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全面考察学生掌握知识

的广度、深度和熟练程度,更能体现学习的形成性和

发展性,符合现代教学理念,适应高校素质教育的发

展[5].

2 口试的组织

2.1 试点班级与人数

在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大学物理(近代

物理基础)[6]考试中,暂定口试范围:卓越班与实验

班,由学生自主报名,教师根据其平时学习表现,最
后确定本学期口试人数为18人.
2.2 制定口试内容

2.2.1 口试与笔试核心知识点相同

如在本学期大学物理(近代物理基础)考试中,

口试知识点与笔试知识点相同,均为30个(相对论3
个,量子8个,激光4个,固体12个,原子核3个),即
难度相当.在考核要求上对所有学生都公平、公开、

公正.无论口试或笔试,学生复习都不能局限于某些

知识点,必需全面复习.
2.2.2 口试与笔试考核侧重点不同

口试时,每位学生选一个题号(类似抽签),题目

内涵设计遵守:内容严谨、针对性强、灵活、科学,给
学生留有思维空间,一题多义、一题多解,让学生能

够展现自身的知识结构,给教师一个全面观察的窗

口.
例如,一道公开的试题是“绝对黑体模型与热辐

射实验曲线特征”.口试不公开的3小问:(1)绝对黑

体模型是在研究什么问题时提出来的? (2)绝对黑

体热辐射实验曲线与什么因素有关? (3)普朗克假

设有什么重要意义?

与之对应的笔试卷不公开的3小问(填空):黑

煤灰是不是绝对黑体 ;绝对黑体模型特征是

,普朗克研究绝对黑体辐射规律时提出的假

设是 .
2.2.3 口试进行方式

学生按考前抽取的口试顺序参加口试,在考场

随意抽取某一试题号,每位学生的口试时间为15
min,准备几分钟后,学生对所抽取的考点,进行陈

述,教师在陈述的基础上提问(有准备好的3个问

题),每位学生的口试时间共15min.在口试过程

中,学校教务处与教指委相关负责人及物理学科部

分负责人巡视、旁听、监督,增加口试的公正性与透

明度,使整个考核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2.2.4 成绩评定  

在口试成绩评定上,首先,教师综合学生回答问

题的层次、深度、广度计分,6位教师按优、良、中、及
格、不及格独立评价,当场评分.在此基础上,主讲教

师按照笔试成绩与口试成绩相差不大的原则,最后

将优、良、中、及格、不及格换算成百分制,给出该学

生的最终口试成绩.

3 分析与小结

通过本学期试行,采用口试这样一种考核方式

具有以下优点:

考核个性化,重在能力、素质且考核公正、公平、

公开,口试过程气氛活泼、热烈,无作弊余地,学生回

答积极主动.
3.1 “面对面”更充分了解学生

考试结束后,将学生口试时的表现和平时学习

结合起来对照分析,会发现二者基本一致.当然,也
有部分学生是由于对如何准备口试没有经验,导致

口试表现不如预期.
如有一道题是“德布罗意波波长的计算”,学生

陈述到位.但问:德布罗意波是如何提出来的? 德布

罗意波可用什么实验证明? 学生临时回答不尽人

意,似乎没有充分准备,可能还习惯于之前的背公

式,用公式算题.
3.2 面对学生了解教学

对口试表现好的学生,参考其平时学习过程记

录,发现课堂小结、课堂笔记及提问纸[2]都很完整,

很有特点、想法,进一步说明平时教学环节在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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