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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学系统是一组

内在关联、彼此互动与精确控制的学习

体验，旨在达到具体的教学目标．

3



基本概念

教学系统的八个要素（科依特·巴特勒）：

（1）分析教学任务；（2）优化内容板块；（

3）积极作出反应；（4）及时确认反馈；（

5）提供正面鼓励；（6）照顾个别差异；（

7）按需调整需要；（8）检验系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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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教育测验（测量）与评价简称为测

评．一般是通过量化的方式对学生的知

识、技能与能力发展进行的一种价值判

断活动． 

       考试是测评的主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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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考试是考查知识或技能的一种方法． 有

口试、笔试、面试等方式．

       考试主要有两种目的：一是检测考试者

对某方面知识或技能的掌握程度；二是检验

考试者是否已经具备获得某种资格的基本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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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考试的功能

       评定与选拔； 

       诊断与反馈； 

       提高和预测； 

       导向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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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考试可以分为效果考试和资格考试．

       效果考试都仅仅是检验学习者目前的
学习水平，以便更好地制定随后的教学或
学习方略．  
　　随堂考试就是效果考试的一个典型形
式，此外，每学期的期中考试、没有竞争
压力的升级考试、随时随地的自测等都是
效果考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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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考试可以分为效果考试和资格考试．       

       典型的资格考试有中考和高考． 
       资格考试的核心目的是，给予考试者一
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以获得某个更高层次的
学习或工作的资格．  
      在资格考试这一高度浓缩的时间段，一个
人会不会学习已经不再是关键，会不会考试
才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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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的意义 

      命题的意义可以概括为：没有命题，

测试就无法进行；没有科学、合理和高

质量的命题，测试的质量就难以保证，

测试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教育教学

就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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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的原则和依据

      依据测试性质和目标，并结合测试群体
的实际情况进行命题，是命题的基本原则．

      随堂测验、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
等，是在学校范围内进行的测试，是教学过
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命题的依据应是课程
标准规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应由学校
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组织命题和实施测
试．（目标参照测验）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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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的原则和依据

      高考作为国家一级考试，必须进行法制

化的管理，应制定相应的《考试说明》，作

为法规性的文件公布于众．既接受教育行政

部门的指导，又接受广大师生和家长的监督

．这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考试说明》就

是命题的依据．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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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说明》的作用 

1．指导和约束考试的命题，保持历届同类型的  

   考试试题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2．指导考生的复习和备考，使考生的复习和备

   考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增强复习和备考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减少盲目性； 

3．发挥考试对教学的反馈作用和指导作用，促

      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4．保证对考试进行法制化的管理，监督和评价

   考试，促进考试质量的提高.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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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考试的主要内容

1.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方  

    法(突出考查)；

2.数学基本能力和综合能力(重视考查)；

3.数学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注重考查).

基本概念

14



高中数学考试的知识要求

        对知识的考查要求分为了解(A)、理

解(B)、掌握(C)三个层次.

          《2011考试说明(江苏卷)》中，必做

题部分知识点：A：27；B：36；C：8.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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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知识块 A B C 知识块 A B C

集合 1 2 导数 1 4

函数 2 6 算法 3

三角 1 6 1 逻辑 3 1

向量 1 4 1 推理，证明 2 1

数列 1 2 概率，统计 5 2

不等式 1 2 立体几何 3 2

复数 1 2 解析几何 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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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学试卷结构

考试题型：必做题(填空题14，解答题6)；

                    附加题(解答题6).

难易比例：必做题4:4:2；

                    附加题5:4:1.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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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的原则

   （1）考查内容要依据《标准》，体现基础性；

  （2） 试题素材、求解方式等要体现公平性；

   （3）试题背景要符合学生的现实；

   （4）试题设计应科学、有效.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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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1.确定试卷各部分比重

      同样的测试内容，可以编制出不
同的测试目的和要求的试题和试卷，
其主要的差别表现为考查重点的不同
安排．确定重点内容在试题和试卷的
比重，是编制试题和试卷的第一道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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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编制双向细目表

      双向细目表是一种反映考查内容和考查要
求的纵横两向的表格，其中一向是试题的考查
内容，考查内容可分若干级列项，分级可粗可
细，应结合学科的特点和测试的目的，做出科
学合理的划分．命题的双向细目表一目了然地
显示了试卷的整体结构，同时，各道试题的考
查内容、考查要求以及在试卷中的位置(题号)

也都记录在案． 

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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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细目表的作用 

    方便命题人员编题的操作，保证命题的

质量； 

    方便审题人员审核试题和试卷； 

    方便测试后对试题和试卷使用效果的评

价； 

    方便教师、学校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对

教学效果的评估. 

21



 3.命题

      试卷由试题组成，试题可比作

是试卷的细胞，它们既有共同的目

的又各司其职，使试卷整体达到特

定的考试目的．

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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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题顺序一般是先解答题，后填空

          题；先难题，后容易题.

（2）命题方法：选题；改题；编题；审题.

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23



选题就是选用某些现成的题目作为试题.

选题的关键词是：

          通性通法；

          重点；

          普适.

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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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题就是以现成的题目为基础，将其改造成

试题.

         改题的方法有：

             同条件，探结论多种；

             弱条件，使结论多样；

             给结论，寻充分条件；

             隐结论，使延伸多向；

             呈事实，作猜想推广；……

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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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题即根据命题要求编制新颖试题.

        编题的手段和技巧主要有：推演、变

换、类比、叠加、逆向思维等手段，以及

一般化、特殊化、简单化等技巧，有时也

可借助有关软件来编题.

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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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题即阅读、审查试题，审题是命题工

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审题人员必须未参加前期的命题工作，

这样可使审题更客观、更准确、更有效. 

命题工作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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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题案例1

     台球背景，涉及圆与圆的位置关系，三

角，最值问题。

母球

目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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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题案例1

【设想】台球→圆；

        母球击打目标球→两圆有公共点．

【方案1】“两个动圆有公共点”问题：

               难设计；设计后题目不容易．

【方案2】“两圆一定一动”问题：

               与台球合拍；难度可控；涉及C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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