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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eepening, medical educa-
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goal of cul-
tiv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xcellent doctors”, “the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process evaluation” is applied to teaching of medical foreign students under 
the blended teaching pattern; the multiple-dimensional process evaluation standard is formu-
lated; the main body of the process evaluation is determined; and the open process evaluation 
method is carried ou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tudents,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inter-
nationaliz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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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来华留学生医学教育在留学工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们以

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医师”为目标，在混合教学模式下，将过程性评价的成绩评定系统应用于

留学生基础医学教学，制定立体化的过程性评价标准，确定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主体，开展开放式的过

程性评价方式，细化全方位的过程性计分规则，大力推进留学生教学改革，提高留学生教学质量，加快

医学教育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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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赞科夫说：“我们的时代不仅要求一个人具备广泛而深刻的知识，而且要求发展他的智慧、情感、

意志、发展他的才能和禀赋。”新课改背景下，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人文性，要关注学生

的终身发展。阶段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也就是分阶段和期末“算总账”的评价方法，把一次或几次的

结果视为学习评价的唯一标准，强调的是对人的结论性的分级、筛选。因而应对此类评价方式，学生单

纯为了考试而考试，形成针对性学习、应试性学习，大多数学生无法发掘自己的潜能，无法更全面地学

习。新课改背景倡导的教育评价是以人为本，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发展性评价，具核心特点是过程性评

价。“过程”相对于“结果”而言，具有导向性，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发展的过程，如学习态度、

学习情感、学习习惯、学习能力等，及时地对学生的学习水平做出判断，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提出建

议、指出方向是过程性评价的重要内容。过程性评价是评价功能与价值的集中体现，从教学评价标准所

依照的参照体系来看，过程性评价属于个体内差异评价，即一种把每个评价对象个体过去与现在进行对

比从而得到结论的评价过程的评价方法，目标与过程并重，及时反映学习中的真实情况，促使其总结经

验、纠正不足[1] [2]。 
来华医学留学生的基本情况表现为：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汉语程度基本为零起点、基础知识薄弱等，

加上文化和习俗的差异，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别，目前呈现出“三低一高”

的现状：即出勤率低、课堂积极性低、考试合格率低及抵触情绪高。而在此基础上实施终结性评价或阶

段性评价，只关注学生的最终认知水平及技能，只对学生的阶段性学习效果进行评定，忽视对学生学习

素养、学习习惯、学习能力的培养，势必造成恶性循环，使学生的厌学情绪加剧，学习效果更低。因此，

在留学生基础医学教学中改变现况，应用形成性评价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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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多维度的过程性评价标准 

为改善留学生基础医学课堂教学生态，同时保证评价的客观性、真实性、有效性、可行性，制定多

维度的过程性评价标准，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基本指向。 

2.1. 学习情感的评价 

学习情感关乎学生学习的投入度，学习情感的评价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基础医学来说，不应定论为一

个纯主观的感性行为，而应更多地关注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的表征。从课前预习，课堂表现及课后复

习三个阶段观察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课前有无预习，有无旷课迟到早退，有无参与课堂互动，课后有

无复习，有无拓展知识； 

2.2. 学习素养的评价 

学习的好坏 20%与智力因素有关，80%与非智力因素即学习素养关系密切。学习素养主要指兴趣、

性格、信心、意志、习惯等，好的学习素养可以实现与学习效果的良性互动。其中，习惯又占有重要地

位。英国教育家洛克曾指出，“事实上一切教育归结为养成良好习惯”。评价主要从有无养成良好的预

习，复习，课堂记笔记，课后归纳总结等习惯进行； 

2.3. 学习方法的评价 

好的学习效果与学习方法息息相关。从两方面进行评价：一整理归纳学习资料，比如完成及整理课

堂笔记，整理错题，习题练习，图片、动画、视频、文献等资源搜集；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无积

极与老师及同学开展探究式学习及合作式学习。 

3. 确定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主体 

多元化过程性评价的主体，评价学生学习的主体除了教师，也包括被评价者，也就是学生也应当作

为评价的主题。即过程性评价分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学生自评、同学互评，是指在完成了

一个阶段的学习时，学生对于自己和他人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学习素养、学习方法进行的自我反

思与相互评价。通过自评和互评，主动思考及接受性思考发现存在于前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及时纠正，

不断改进，以利于后期更好地学习；教师点评则是教师对学生自评、互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出的事例

进行的引导性评价。此类评价也关注学习结果，但它对于结果的关注是基于价值多元的，它给非预期学

习目标预留了空间[3]。 

4. 开展开放式的过程性评价方式 

考核一方面是为了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更重要的是方便老师掌握学生的学习过程，从而改进教学，

促进教学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学习效果。实质上，任何一种评价方法与评价工具都不能完全评价出

一个学生的全部素质与能力，各种评价方式对学生的评价视角又各不相同，所以对于学生学习的过程性

评价，应当尽可能地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必须遵循多元化和动态化原则[4]。基于这两个原则，开

展开放式的过程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包括驱动力评价、课内学习评价、课外学习评价和效果评价四部分。采用这四部分评价

的加权，最终形成学生的综合成绩。驱动力评价包括对学生学习情感、学习素养、学习方法的评价；课

内学习包括线上学习评价和线下学习评价，线上学习评价包括视频观看评价、随堂作业评价、章节测试

评价、讨论区交流评价，由网络平台自动计算；线下学习评价包括出勤、课堂互动式问答、课堂汇报、

课堂讨论等评价，由自我评价，同学评价，教师评价三部分加权算得；课外学习评价包括文献翻译、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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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撰写、课题设计；效果评价包括期中测试、期末测试、学习反馈。 

5. 制定细化的过程性评价计分规则 

模棱两可的无据可依的打分可能会将过程性评价丢掉客观性，最终又回到终结性评价，所以，必须

细化过程性评价的计分规则，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另外，在教学中也需要不断摸索，制定日趋细化及个

性化，更具特色的积分规则。 

5.1. 学习驱动力计分 

占总成绩的 10%，其中学习情感占 2%，学习素养占 5%，学习方法占 3%。 

5.2. 线上学习计分 

占总成绩的 25%，其中视频观看占 5%，随堂作业占 5%，章节测试占 5%，讨论区发帖或回答占 5%，

教师调节分占 5%。 
学习视频是对应于每个章节的碎片化知识，按照观看的视频段数与总视频段数之比，并乘以分值权

重来计算视频学习成绩；随堂作业是每段视频配套的作业题，按照答题正确率与分值权重的乘积来计算

随堂作业成绩；章节测试是每章节结束后针对重点和难点知识点配套的测试题，按照答题正确率与分值

权重的乘积来计算成绩；讨论区发帖及回答各占 2.5 分，口水帖不得分，精华帖 1 分，无意义回答不得

分，有帮助回答 2 分，上限分各为 2.5 分；教师调节分就讨论区发帖及回答帖的数量及质量予以调节，

上限为 5 分。 

5.3. 线下学习计分 

占总成绩的 30%，出勤、课堂互动式问答、课堂汇报分别占 5%、5%和 20%。出勤按照指纹打卡统

计，按照考勤比例与分值权重计算；课堂问答采用记录式，一次 2 分，上限 5 分；课堂汇报分展示和讨

论两部分，展示部分占 10%，学生根据教师预先下发问题查阅资料，制作 PPT，课堂汇报展示。评价主

要根据课堂汇报与课上讨论的情况给出，具体权重比例包括汇报内容(占 5%)、口头表达(占 2%)、PPT 制

作(占 3%)三个方面。讨论，主要包括教师的提问、学生的答问和组间讨论，占总成绩的 10%。教师对知

识要点进行归纳总结，同时抛砖引玉，引发学生对于知识点的可行性与拓展性进行深入讨论和思考。 

5.4. 课外学习评价计分 

课外学习评价占总成绩的 10%，包括综述撰写、文献翻译和课题设计，各占 2%，3%和 5%。综述撰

写分两档，按其内容深度和广度进行打分，分为 1 分档和 2 分档；文献翻译按内容和语言分为 2 分档和

3 分档；课题设计按其科学性、可行性分为 3 分挡，4 分档和 5 分档。 

5.5. 学习效果评价计分 

学习效果评价分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学习反馈，各占总成绩的 5%、15%和 5%。期中考试、期末

考试是综合成绩评定的重要环节，也是传统课程中普遍采用的考核手段，用以考核学生在课程中期结束

之后的最终学习效果。在网络随堂测试中主要采用了选择题、是非题等客观题型。因此期中和期末考试

则主要采用名解、简答题、分析论述题等题型，客观题权重减少，其中名解、简答题主要考核基本概念

和原理，分析论述题偏重平时的研讨题，考核知识运用。学习反馈以书面总结汇报形式在微信平台及网

络平台上提交。 
在留学生基础医学教学中开发基于过程性评价的成绩评定系统，从学生角度看，激发了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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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的学习兴趣，有效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大大提高了学生成绩；从教师层面

看，便于教师全面掌握及评估学生的学习动态，以学促教，更有效提高基础医学教学质量。基于过

程性评价的成绩评定系统在留学生基础医学中的铺开，将大力推进留学生基础医学教学质量的快速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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