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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在《医用生物数学》课程 

评价中的应用 
李雯娟 曾照芳 

【摘要】 在《医用生物数学》课程的教学中应用形成性评价指标体系，侧重于对学生的全 

面评价和激励其学习的积极性 ；评价内容包括课堂表现、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及提 

高、网络互动等；实施中把形成性评价与期末终结性考核评价相结合。该评价方式可以促使学 

生 自主学习，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过程，取得 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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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推算出临床实践技能考试 

成绩情况。通过率明显增高，充分说明在校期间对 

临床技能、临床工作能力的培训卓有成效(表6)。 

表 6 2007—2010年临床专业参加执业医师 

临床实践技能考试情况 

综上，要在新形势下提高医学生的临床综合技 

能，关键问题之一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善 

的临床实践课程体系，改革传统的临床技能教学模 

式，注重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加强实践性教 

学环节，淡化学科意识，通过多途径、多种方法是能 

够有效促进医学生临床工作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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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y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teaching medical biomathematics course can com． 

prehensively evaluate students and stimulate and develop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The assess— 

ment contents included in class performance，study strategies，self-study abilities and internet interac— 

tion．Combined application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final summativ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in the 

process can promote the self-study，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achieve good resuhs． 

【Key words】 Formative assessment；Medical biomathematics；Index system 

《医用生物数学》是利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生命 

科学特别是医学中数量关系的边缘学科，是训练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他们创新能力的一门重要基 

础课程，重庆医科大学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面向全 

国招收的五年制本科学生(包括一定数量的文科学 

生)。 

形成性评价是一种学习过程性评价，着重关注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学习态度，其 目的 

是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帮助他们为提高学习效果有效调控学 

习策略，产生主动学习的需求⋯。 

近两年在《医用生物数学》课程中实施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方式，综合评价学生的学 

习，充分调动其学习主动性、帮助他们掌握有效的 

学习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1 《医用生物数学》课程中形成性评价指标体系 

《医用生物数学》课程有着较严谨的理论框架 

和逻辑架构，与中学所学的相关基础知识联系紧 

密；近年来，由于各地高中数学的授课内容、深浅程 

度严重不一致，文科生与理科生的基础知识相差甚 

远。所以目前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加大学生学习过程评价权重的方式(形成性评 

价成绩占总成绩的40％；终结性评价(期末考试)成 

绩占总成绩的60％)。所建立的评价体系也注重学 

生在课程全过程中的学习情况和激励学生主动学 

习的积极性。 

1．1 评价原则 

评价原则侧重于激励学生，突出评价的反馈调 

节与激励成功的功能，学习是过程，评价必须适应 

和促进学生主动自我建构学习模式的形成。对学 

生的日常表现，以鼓励、表扬等积极的评价为主，尽 

量从正面加以引导，同时也要有利于教学的改进； 

评价内容突出重点，抓住对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起 

关键作用的因素，尤其要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强 

调鼓励和表扬，也不意味着不能批评，只是注意批 

评的出发点、角度、方法和策略，让学生容易接受， 

保护好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j。 

1．2 评价方法 

把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即把对 

学生平时学习表现的评价、阶段性检测和期末终结 

性考核相结合，不断帮助学生改进学习策略，提高 

学习效果；评价采用 自评、学习小组评、教师评价相 

结合 。 

1．3 评价内容 

课堂表现：包括是否迟到、早退、旷课、课上接 

打玩耍手机、讨论课是否主动发言、是否主动回答 

问题、是否积极参与师生互动和小组活动等方面。 

学习策略：包括课前的预习(能提出问题)、课 

后的复习总结(能抓住关键)、课堂上的笔记情况。 

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及提高：包括课堂回答问 

题、讨论课上的发言、课后作业的完成(对所解答的 

习题有自己独创见解的加分)几个方面。 

网络互动：包括利用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与教师 

互动：通过网络平台向教师提出问题(包括对教学 

的建议)和对教师网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阶段学习效果：主要通过单元检测成绩进行评 

价(全学期 1～2次)。 

2 形成性评价的实施 

2．1 分组 

课程开始时就在班上宣布评价方案，得到学生 

们的认可后予以实施。根据课前调研了解的学生 

情况，指定本课程课代表、按照学生来 自不同省市 

区域和文理科生搭配的原则(适当考虑宿舍楼层和 

男女生搭配)把学生分成 6～8人的学习小组(如果 

小组内有班干部或课代表，则由这些学生担任临时 

组长；如果没有则由教师指定临时组长，待运行一 

段时间后再由学生自己选出组长)。 

2．2 确定各形成性评价指标的分值 

因为形成性评价成绩占到总成绩的40％，因此 

要与班干部、课代表、小组长一起商定各个指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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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分值，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比例，课堂表现 占 

10％，学习策略占30％，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及提 

高 占 20％，网络 互 动 占 20％，阶段 学 习效 果 

占20％。 

2．3 实施 

初始评价是以A、B、C、D等加上“+”“一”(如 

B+)记录评价结果，每一个学习单元结束后，学生 

结合标准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 自我评价，再请学 

习小组的学生互相评价，最后由教师进行综合性评 

价，然后公布评价结果。如果有异议可以提出甚至 

修改评议结果 ，最后再对照给出分值。 

①课堂表现。迟到、早退、旷课等问题，由班上 

的纪检委员每次课进行点名清查(如果是因事、因 

病请假，则要有学办教师的批准假条)；这一条中的 

其它内容由各小组的小组长进行考察。 

②学习策略。相关内容由小组进行评议。 

③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及提高。相关内容基 

本上是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随堂给出评价， 

由小组长记录并可提出异议供教师修改参考。 

④网络互动。根据正方系统上的记录次数和 

网上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实质性内容，由教师与 

小组长、课代表、学习委员商量后决定。 

⑤阶段学习效果。单元检测的评价成绩以教 

师决定为主。 

3 讨论 

3．1 效果 

由于课程学习的整体评价是平时成绩、阶段性 

成绩及终结成绩相结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综 

合评价，改变了以往学习评价中只重视反映学习结 

果的终结性评价 (如期末考试，且主要是闭卷考 

试)；每一部分评价的成绩均由具有实质性内容的 

部分构成 ，评价也是由自评、组评、师评相结合进 

行。虽然终结性成绩(期末考试)是教师主观批阅， 

但只占总成绩的 60％，所以，学生 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大大提高；积极思考、发挥创新性思维的情况非 

常普遍；通过各阶段的评价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 

这门课程的兴趣，在形成性评价中，通过 自我评价 

和合作评价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帮助其掌握有 

效的学习方法，克服畏难情绪，建立起“我能学好这 

门课”的自信心，实现“我会学”的信念；也对教师转 

变观念、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促使教师及时发现教学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措 

施，修正教学内容。 

3．2 问题与思考 

虽然在《医用生物数学》课程中应用形成性评 

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授课教师认为还存在需 

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①课前的调研还不 

够充分深入，分组为了照顾文理科生和地域的搭配 

还不尽合理，可能一个小组的6个人分住在三个或 

者更多的宿舍，不利于小组活动；②评价指标的科 

学性还有待于探究；③如何引导学生很快进入状态 

还不够，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学 

生是在“大一”学习这门课程，对于这种学习模式还 

不习惯甚至会不知所措，加上学生相互之间不熟 

悉，等到适应和熟悉时，课程已经要结束了；④校园 

网络还不够畅通，网上交流互动还不充分；⑤要做 

好这项工作，教师要增加许多工作量；例如，改作业 

不再是看学生答案是否正确，而是要考查学生解题 

中的创新思维和解题技巧，学校的相应鼓励机制也 

还没有跟上。 

通过形成性评价在《医用生物数学》课程中的 

应用，学生的确感到有收益，在评价过程中，学生体 

验到了学习成功的乐趣，从而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 

参与学习，形成一种 自主学习的内在动力；对综合 

评定学生的学习过程有明显的作用；教师也从中得 

到了提高和升华，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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