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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武术史》是全国体育院校中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在全国的本科生教育

培养体系中，课程考核是决定培养人才的质量是否过硬的一个关键指标。因此在《中国武术史》课程考

核改革中，试题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试题库中的试题是否全面，是否具有深度，对于学生的素质

培养是否到位等，都是关乎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武术史》课程考核改革中的试题库如

何设计与建设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对试题库设计中的设计方法、设计理念、设计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试

题库的建设步骤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建立一个科学的、先进的、符合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实

际情况的一套试题库系统，为培养出更高素质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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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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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ational spor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raining all over the 
world, curriculum assessment is a key indicato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quality of talents culti-
vated is too good. Therefore, the test question librar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urriculum assess-
ment reform of martial arts history. Whether the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 library are compre-
hensive or not, whether they have depth, and whether the quality training of students is in place 
are all important aspec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study studies how to design and construct the 
question library in the course assessment reform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history.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design method, design concept, principle and construction steps of the question library 
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design of the question bank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d-
vanced,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students in the situation of a set of question li-
brary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of qualified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students to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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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武术是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中国武术自商周产生以来，无论是从先秦出现

的技击理论，到汉唐、宋元散见于兵书文学史志中的资料；从明代技击理论的成熟，到近现代中国武术

现代化的大发展，都渗透着各历史阶段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物风俗民情和人们的

心理特征。历史的演变是构成绚丽多彩的武术发展历史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武术理论(包括武术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其本质特征、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其行为方式

及发展模式方面，无不受到传统文化总体环境的影响，因此武术的文化形态既有本身的个性特征，亦有

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中国武术史作为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总体而言，既在武术文化涵盖之

内，又有自身的要素和特殊本质。中国武术史是武术文化大系统下的完整的子系统，武术史是我国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武术史和其他史学文化一样，有其萌芽发展和成熟完整的过程。《中国武术史》就是记

载武术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中国体育史的组成部分之一，属社会科学的范畴。现如

今全国有 43 所高校招收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生，这些高校也均对这些学生开展了《中国武术史》

的相关课程教学。开展《中国武术史》课程教学的目的，一方面是需要让学生了解自己所习练的这项技

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更是希望这些日后武术界的“中坚力量”，能够坚定的去钻研、传

承这一优秀文化。 

2. 《中国武术史》试题库设计的背景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普遍认为新冠病毒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与

我们共存，同时意味着我国的学生可能随时面临着无法进行正常的线下教学的情况。“百年大计，教育

为先”，国之根本绝不可动摇。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信息产业不断发展，我们拥有利用各类 app
进行线上交互学习的选择，教育部也发出了“线下课程可以停止，但教育不能停止”的号召。我国各大

高校利用超星学习通一类学习软件进行课程教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线上教学。这也使得大部分的大学

课程只能采取线上考试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武术史》的课程教学与考核也全面转入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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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择依托超星学习通改革中的试题库设计与建立，由此可以更多地利用超星学习通为载体。这可以对

其他课程改革考核试题库的设计与建立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3. 《中国武术史》试题库设计拟解决的问题 

《中国武术史》课程本身属于文史类的课程，因其本身特殊的结构特点和存真求实的要求，加之年

限跨度大、内容涵涉范围广、多元化理性认识和观点显得异常交叉和复杂，对于广大武术的学习者来说

有不小的难度；加之较为繁琐复杂的内容，知识点错综密集，所以在逻辑上也相对不容易记忆。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普遍理论学习基础较差，相对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中国武术史》

的试题库设计旨在能够在考核层面帮助缓解这种现象，同时提高民传专业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自 1999 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到 2020 年教育部全面推进硕士研究

生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 54.40%，我国由此也进入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随之而来的

一些问题也日益突出，近些年经常可以看到某某高校因为学生考试作弊而直接开除的新闻，尤其是在全

国的各个体育专业院校中考试作弊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到高等教育中的学风、考风建设。传统考试模式

下，体育院校学生学习的热情普遍不高，学习气氛也不浓厚，一般学期临近结束的时候，就根据教师划

的“重点”和“范围”突击复习，不少学生就会采用打小抄等方式来应对考试，加上监考教师执行监考

纪律有松严之分，致使有的学生作弊得以成功。这样的备考氛围和考场执纪不仅使学生的考试成绩无法

真实反映教学效果，而且对认真教学的老师和刻苦学习、积极备考的学生来讲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在

很大程度上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中国武术史》课程考核改革中试题库系统的建设格外的注

重这一问题。教师通过超星学习通进行试题的排列组合，以课后练习的形式上传到学习通学习平台。这

样，学生可以随时利用手机上网做题，及时消化吸收所学内容，复习掌握相关的知识点，为期末考试做

好充足准备。试题库系统的试题量大、涵盖面广的特点也实现了教考分离，这样能有效提升考前试题的

保密度，避免泄题、猜题、押题的风险，有利于良好教风、学风、考风的形成[1]。 

4. 《中国武术史》试题库应当如何设计 

4.1. 《中国武术史》试题库设计中遵循的原则 

4.1.1. 教考分离的原则 
所谓教考分离原则，就是将教学跟考核分离开来，教授课程的老师并不负责直接出卷，有专门的人

负责出卷。教考分离的情况下，老师将强化教学研讨，改变以往照本宣科的教学观念，增强课程学习的

趣味性，精准把握课程知识点，把学生心目中的“水课”变成有知识内容的“金课”，做到教学相长，

从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学大纲进行的试题库设计，内容包括系统自动出命题、自动阅卷打分以

及反馈给教师的试卷分析等板块。期末考核由以前老师的试卷转变为在学习通上考试，试卷从以往题从

试题库中随机生成，全书的知识点都是考核范围。学生无法通过期末划命题重点及主要范围，有针对性

地开展复习活动，也无法再通过打小抄等方式来应对考试，从而让教学考核实现公平公正。这种考核方

式可以让学生意识到，成绩的好坏取决于自己努力的程度和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

学生的学习习惯[2]。在试题库设计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于考核方式的认识，试题库中拥有相

对数量的客观题，这些题目并非仅仅只有在考试的时候才会用到，而是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也可以将之作

为课后练习或者是小测验。与此同时，通过试题库的建立，也实现了各学科教育资源的共享目标。如此

一来，任课老师的出题时间将予以缩短。同时，在配套的试题库管理体系建立并完善之后，加之教师操

作水平的不断提升，从试卷的题目抽取、调整到最后排版所需的时间将会被大大缩短，这就为教师节省

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将其工作效率予以最大化的提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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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保持开放性、科学性的设计原则 
在课程考核改革中，试题库系统无论如何设计与建立都要保持科学性与合理性，试题库中的题目与

内容需要围绕着基本的教学大纲进行。《中国武术史》是文史类的理论课程，在整本教材中皆是知识点。

所以我们的试题库设计就要尽量全的覆盖到这些知识点。之前的学生利用超星学习通进行考核。考试时，

学习通试题库随机生成试卷，每个考生的试卷题目不同，出题顺序同样不同，所以考生无法互相之间比

对答案，只能依靠自己，这能够保证考试的公正和透明；考试结束时，学生可以直接得到自己的分数，

考核效率大大提高。可以克服试卷批改的主观性，成绩评价更为客观公正，并且批改速度快、统分准确。 

4.2. 《中国武术史》试题库的设计理念 

1) 试题库的设计理念在主体上参照了西方教育学界流行了约 30 年的 OBE 教育理念。这一理念最初

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教育学界所提出，中文译名为“基于效果的教育”。在这种教育理念下，我们所追

求的是学生能够通过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到更多的成功。我们在试题库系统的设计中所产出既通过围

绕着四个问题来对试题库进行设计，其一，我们如何让学生获得学习成果？其二，我们为何需要学生获

得这些成果？其三，我们要如何帮助学生获取到他们所需要的学习成果？其四，我们怎样判断学生是否

已经获得了适合他们的学习成果？因此，中国武术史的试题库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学生学习，解决民

传专业学生注意力相对不集中、学习态度相对不端正的问题。 
2) 将传统的在课程中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激励学生主动学习，课程考核体系的设计

要考虑学生身心发展以及实际差异，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和激励，促进其主动学习。课程考核不是目的，

而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手段之一。学生要把课程考核看成是鞭策自己学习的动力，通过考核发现自己对所

学知识的掌握情况，经过分析和总结，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教师的教学态

度和教学能力通过课程考核结果得以体现，课程考核结果同样对教师起到警示和激励作用。 

4.3. 《中国武术史》试题库的设计方法 

试题库的设计方法是通过超星学习通，学生将所出的 1200 道试题上传给学习通的教师端，教师端整

理汇总筛选后将这些题目上传到学习通的试题库系统中。因此课程的考核也同时在超星学习通中进行，

通过随机抽选试题的方式按照正态分布将试题发放给学生。学生需要在 90 分钟之内做 200 道试题，平均

45 s 就要给出答案，考试之后系统会立马给出学生的分数即公正又省时，不会出现对学生批改错误的情

况。考试也给予学生四次机会，使考试起到通过考试结果使学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能更有效的提

高学习方法，学习技能以及学习策略的作用。 

5. 《中国武术史》试题库的建设步骤 

本次课程考核改革中试题库的建设步骤如下：其一，在课程开始之初，表明学生所要面临到的考核

改革情况，让学生将注意力放在课堂教学上，其二，让学生组建学习小组，在课程中让每一个学生都要

到讲台前进行讲课，所讲内容不需要太多只需要书本说的一两面内容即可，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加

深学生对于知识点的印象。其三，让学生小组出题，把整本书的知识点全部整理成试题，进入题库，并

挂在学习通上，利用章节后测试题，让学生复习，开卷考试利用学习通，在 1200 道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

200 道(单选 60 题/30 分，多选 60 题/30 分，填空 20 题/10 分，判断 60 题/30 分，共计 200 道题，每题分

值 0.5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期末考核形式及所占比例开卷 40%)，每次课结束，在课堂上，或者课后在

学习通做相对应章节的测试题，结合书本进行复习，既是复习，也是测验，利用学习通计算课后测试题(总
共 1200 道)成绩，纳入到总成绩中。其四，在结束之后向参与课程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询问试题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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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对于他们的课程学习产生的影响，在最后组织专家调研进行讨论。讨论出试题库建设的效果，和日后

需要继续进行改革的方面。 

6. 总结与思考 

在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背景下的初等教育里，需要采用应试教育这一大的方针来为国家选拔优秀人

才。但在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做一些微小调整，使得我们的教育体制

更适合培养出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优秀院校的本科教育就是应当让每一个学生在回顾自己的大学学习

中，发现自己通过课程的学习与考核，获得了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具有帮助的学习成果。因此在《中国武

术史》试题库的设计中，学生通过自己出试题，复习同学们所出的试题，使学生感觉到分数掌握在自己

的手里，自己就是学习的主人。《中国武术史》课程试题库的建设意图向学生传达的是：想要通过考核

很简单，考试中允许翻看教材，不需要费劲心思的去作弊，但需要通过自己由学习通所发布的复习试题

将知识点在书上标注出来之后，将这些知识点进行牢牢的复习，不然考试中就算可以翻书也会发现不知

道知识点具体在哪里。《中国武术史》试题库题目的设置也非常的具体，没有弯弯绕绕的题目，只要认

真复习的学生能够取得良好的成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兼顾到对每一个民传体育学生的培养，无

论学生之前的学习成绩是好是坏，是人们眼中的“优秀”学生或是“差”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学习成果，让普通的学生发现自己也能成为“学霸”，进而更加热爱学习，这种正面的效应对学生

的精神培养是尤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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