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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发现，对于中职学生实训课程，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课程考试成绩、对学生后续的

学习态度、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都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因而实施了一次教学实验，进行比较研究，

意图摸清教学规律，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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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it will br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urriculum score of 
the examination, the following studying altitud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of students by taking different assessment method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ining 
cours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o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teaching experiment mak-
ing a comparative study to find out the rules of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meaningful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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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学情分析 

有关部门对中职学校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职业学校学生学习状态总体欠佳，水

平差异显著，学习习惯、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方法都存在不少问题。如初中学业水平较低、学习

状态欠佳、学习习惯不良，此外，在学习兴趣、学习环境、学习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中职学校

学生的学习状况确实令人担忧。 
中职学生是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他们虽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但因多种原因而选择了职业教育，

一些学生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不稳定、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为：自我意识虽强，但自控能力差；自卑感严

重，但反抗意识强；思维活跃，但学习目标缺失；极度渴望得到认可，但人际关系存在障碍。因此，在

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更需要我们教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和引导。 [1] 
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作者进行了教师行动研究，意图通过教育研究活动来摸清教学规律，提高教学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2. 关键概念 

1.2.1. 评价 
评价被认为是从不同来源收集信息的过程，以便了解学生对不同教育经历的知识和能力。这种信息

收集过程有两种主要形式，即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目的。形成性评价旨在

帮助培育正在接受培训的学生，不会给学生做标记，而终结性评价则要对其学习绩效进行判断。终结性

评估包括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这些评价要给学生做标记。该标记用于确定学生是否在学期，年度或课

程结束时达到了预定的结果。 [2] 

1.2.2. 实训考核 
实训教学考核是衡量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是改革与完善实训教学的重要依据。 [3]学生个人成绩考

核是课程设计的重要环节，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成绩考核指标体系，将会影响到课程设计能否达到既定

的实践教学目标。 [4]科学合理的实践考核办法是促进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也是检验教学效果、

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利于学生迅速掌握实践操作技术。 [5] 

1.3. 研究方案 

本文作者在一所普通中专学校担任专业课和实训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对于实训课程采用不

同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课程考试成绩、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态度、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都会带来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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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为明确各种不同考核方式对于实训课程教学的影响，本文作者进行了比较研究，选择的课程

是水电工课程，对于三个学习基础相近、生源类型相同的平行班(详见表 1)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来对学生

进行期中和期末评价，以此来研究不同考核方式对实训课程教学的影响。三个平行班，以下简称 A 班、

B 班、C 班。因为水电工课程为单个学期的课程，期末考试后课程将全部结束，期末考试的考核方式对

后续教学的影响较难观测，因而本文仅对期中考试的成绩进行记录和分析。 
 
Table 1. Existing class types and parallel classes selected for this teaching experiment in our school (add √) 
表 1. 我校现有班级类型及本次教学实验所选的平行班(打√) 

年级 高一√ 高二 高三 

生源地 江苏 上海√ 云南 

招生类型 中专√ 成人中专 中高职贯通 

生源类型 中考统招√ 教育扶贫(政府) 教育扶贫(基金会) 

班级规模 大班 ≥ 40 人 中班√ 20~39 人 小班 < 20 人 

2. 教学对比实验 

2.1. 实验班 A 班 

A 班，总共 24 位同学，采用水电工理论考试来对学生进行期中期末评价，考试的方式是上机考试，

考试题目为选择题(占 50%分值)和判断题(占 50%分值)，题目来自于水电工考证题库，学生每人一台电脑，

进行闭卷考试(考前全部上交手机)，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考试，考试结束时间一到，电脑自动终止考试并

即时得出考试成绩。 

2.1.1. 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midterm exam scores of experimental class A 
表 2. 实验班 A 班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20~30 分 30~40 分 40~50 分 50~60 分 60~70 分 70~80 分 

2 4 8 5 2 3 

2.1.2. 期中考试情况分析 
水电工考证的理论模块内容枯燥难懂，难度偏大。难度大致介于高中物理会考和高中物理高考之间。

而我们的学生进校基础普遍较差，相当数量的学生连中考物理都尚未掌握，现在要学习难度高于高中物

理会考的水电工理论模块，学生不具备相应的学习基础，也缺乏学习兴趣(原因是理论模块与实操模块相

互间关联度不高)，所以理论模块的教与学均存在相当的困难。考下来的结果也与学生学习方面的实际情

况相对应(见表 2)，班中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一部分优等生完全可以按照高中物理难度展开教学；而与此

同时，班级中却存在为数不少的学困生，连中考物理都尚未掌握，要进一步学习水电工理论模块无疑是

困难重重。 

2.1.3. 采用该考核方式对后续教学的影响 
中专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学生是要走上一线岗位的，对动手操作技能的要求较高，而且学生对于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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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的理论学习既缺乏学习基础也缺乏学习兴趣，因而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在教学中以动手操作为主。 
而考试却是采用理论模块来进行考试，期中考试结束后，发现在进行实训操作时，部分学生(比例大

致是1 3 )出现了马马虎虎、应付老师的心态，老师一走到他身边，立马认认真真操作，老师一走开，就

坐在椅子上休息。故采用该考试方式的话，教学过程与教学评价相脱节，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仅部

分学生在实操模块中后续的学习态度会变差，也不利于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2.2. 实验班 B 班 

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课程考核中，要注重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考察。 [6]因而本教学实验考虑将操

作考试与理论考试两种基本的考试形式做一个对比研究。 
B 班，总共 20 位同学，采用操作考试来对学生进行期中期末评价，考试的方式是动手操作，所有同

学采用同样的考试题目，题目来自于水电工考证题库，该考题要求学生对一套电路进行按图接线的操作。

考试时两个同学同时进行考试，旁边可以有 7~8 位同学进行观摩。按照学号依次考试，即 1 号 2 号先考，

19 号 20 号最后考。按照学号叫学生来候考(即在一边观摩)，1 号 2 号考试时 3~10 号观摩。 

2.2.1. 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midterm exam scores of experimental class B 
表 3. 实验班 B 班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60~70 分 70~80 分 80~90 分 90~99 分 100 分 

1 2 1 8 8 

2.2.2. 期中考试情况分析 
全班 80%的同学成绩在 90 分以上，60~70 分的 1 位同学是学号为 2 号的同学，70~80 分的 2 位同学

分别是学号为 3 号和 8 号的同学，80~90 分的一位同学是学号为 5 号的同学。(见表 3)说明对全班所有同

学采用相同的一个项目进行操作来作为期中期末评价无法准确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好坏。哪怕某一

位同学平时一次学习也没有参加，只要考试那天认认真真观摩，记住被老师扣分同学的扣分点，并通过

自己的思考得出应对措施，就可以拿高分。这种考试模式存在固有的不公平之处，即学号排在最前面的

几位同学无法观摩其他同学操作，考前准备的时间明显短于其他同学，没有弄清楚扣分点，因而这部分

同学得低分的情况较为普遍。 

2.2.3. 采用该考核方式对后续教学的影响 
期中考试结束后，发现在进行实训操作时，大部分学生(比例大致是 2 3 )出现了马马虎虎、应付老师

的心态，老师一走到他身边，立马认认真真操作，老师一走开，就坐在椅子上休息。并且逃课比例大幅

度上升，记录下的缺勤、迟到、早退、消极怠工、上课时与教师争吵这 5 种情形的出现频率均有显著上

升。故采用该考试方式的话，不能准确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教师在学生心目

中的形象会大大降低，给学生造成一种这门课很容易“混及格”的印象，这样子不仅大多数学生后续的

学习态度会变差，也不利于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2.3. 实验班 C 班 

C 班，总共 35 位同学，采用操作考试来对学生进行期中期末评价，考试的方式是动手操作，期中考

试前对半学期的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得出有 10 项学习任务属于教学重点难点，选择作为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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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0 道题目全部来自于水电工考证题库，每道考题的内容各不相同，覆盖到前半学期课程教学实训模块

的主要内容。考试时先进行抽签，确定每个同学的考试内容。每次叫 4 位同学进考场参加考试，其余学

生在考场外候考(有椅子坐)，全班同学总共分成 9 批考完。 

2.3.1. 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midterm exam scores of experimental class C 
表 4. 实验班 C 班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0 分(缺考) 30~40 分 60~70 分 70~80 分 80~90 分 90~99 分 100 分 

2 3 5 2 11 4 8 

2.3.2. 期中考试情况分析 
成绩分布较为分散(见表 4)，与该班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这一现状相对应。得

分 90 分以上的同学全部都是平时认真学习的同学，而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全部都是平时经常迟到早退消极

怠工的同学，说明对每个同学采用各不相同的项目来作为期中期末评价，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

学习情况的好坏。经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发现学生考试成绩与学号两者之间没有相关性。 

2.3.3. 采用该考核方式对后续教学的影响 
期中考试结束后，发现在进行实训操作时，学生中认认真真操作的同学在逐步增多，并且缺勤、迟

到、早退、消极怠工、上课时与教师争吵这 5 种情形的出现频率均有显著下降。与前两种考核方式相对

比，采用该考试方式的话，能够准确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后续的学习态度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也有利于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3. 对比分析 

3.1. 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对以上三个平行班期中考试成绩进行对比分析，成绩分布详见以下三张图：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midterm exam scores of experimental class A 
图 1. 实验班 A 班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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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midterm exam scores of experimental class B 
图 2. 实验班 B 班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midterm exam scores of experimental class C 
图 3. 实验班 C 班期中考试成绩分布 

 

对以上三个实验班的成绩分布进行对比后(见图 1、图 2、图 3)，发现，A 班成绩大体上接近于正态

分布，但其 μ < 60，也就是说大多数同学成绩不及格。总体成绩显著差于 B 班和 C 班，其原因在于 A 班

采用理论模块作为期中考试的考试内容。前文已经做了一定的阐述：理工类专业课的理论模块恰恰正是

中专学校的教学难点，因而 A 班期中考试总体得分较低。经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发现 A 班学生考试成

绩与学号两者之间没有相关性。 
而 B 班有 80%的同学成绩在 90 分以上，成绩畸高，原因在于 B 班所有同学采用同一实训项目作为

他们的期中考试内容，而先考的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后考的同学有一定的观摩机会，通过对先考的同学

的实训操作进行观摩并领会，后考的同学有一定的时间进行观察–习得，因而学号在 9 号~20 号的同学(后
考的)全部都得了 90 分以上。以上数据反映出 B 班所采用的考核方式具有一定的不公平性，其不公平性

在于，与后考的同学相比，先考的同学缺乏观摩其他同学操作的机会，而后考的同学在反复观察–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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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掌握了相关操作，因而考试成绩反映不出学生实际的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 
C 班同学成绩并不呈正态分布，成绩分布较为分散，这与该班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两极分化十

分严重这一现状相对应。得分 90 分以上的同学全部都是平时认真学习的同学，而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全部

都是平时经常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的同学，说明对每个同学采用各不相同的项目来作为期中期末评价，可

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好坏。经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发现 C 班学生考试成绩与学号两

者之间没有相关性。 

3.2. 学生学习态度的变化 

为明确不同的考核方式对学生后续学习态度带来的影响，本人对上半学期下半学期的课堂考勤与纪

律情况分别进行了记录与分析，上半学期下半学期各自都是 9 周 36 节课的汇总数据如下：(见表 5、表 6) 
 
Table 5. Classroom attendance and discipli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mester 
表 5. 上半学期的课堂考勤与纪律情况 

上半学期 

 缺勤 迟到 早退 消极怠工 上课时与教师争吵 

A 班 23 17 29 34 10 

B 班 17 12 20 29 7 

C 班 39 26 45 50 14 

以下为生均违纪情况 

A 班 0.96 0.71 1.21 1.42 0.42 

B 班 0.85 0.60 1.00 1.45 0.35 

C 班 1.11 0.74 1.29 1.43 0.40 

 

将生均情况导入 SPSS 软件，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发现 A 班、B 班、C 班上半学期在遵守纪

律方面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6. Classroom attendance and disciplin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mester 
表 6. 下半学期的课堂考勤与纪律情况 

下半学期 

 缺勤 迟到 早退 消极怠工 上课时与教师争吵 

A 班 30 27 35 56 16 

B 班 45 30 37 78 20 

C 班 26 19 32 34 10 

以下为生均违纪情况 

A 班 1.25 1.13 1.46 2.33 0.67 

B 班 2.25 1.50 1.85 3.90 1.00 

C 班 0.74 0.54 0.91 0.97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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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统计学方法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A 班和 B 班的课堂违纪情况下半学期比上半学期有显著

增多，其中 B 班违纪情况增多更为严重，而与此同时，C 班的课堂违纪情况却有显著下降。在上半学期，

三个平行班的课堂违纪情况还是大体上相同的，但是下半学期却呈现出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在于 A 班

采用理论模块作为期中考试，而教学过程中却是以实训教学为主，教与考有一定的脱节，学生感到学的

东西没什么用处，因而对学生的后续学习态度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 B 班的考核方式不能准确反映出学

生的学习情况，大部分学生在期中考试后产生了一种侥幸心理，学习上得过且过，因而后续学习态度较

上半学期也明显退步了。C 班与 A 班 B 班截然相反，学生学习态度相比上半学期明显变得端正了。 
笔者认为，与前两种考核方式相对比，采用第三种考试方式(C 班)的话，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学生

的学习情况，教与考两者相得益彰，形成良性循环，因而学生后续的学习态度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3.3. 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有效缓解一线行业企业的技能人才用工荒，提

高就业质量的必然要求，只有着眼于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才能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征程中贡献出职

教人的一份独特的力量。 
本人为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情况进行评价，首先将水电工课程划分为四类，每一类教学内容分别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考核指标作为评价点，总共四类教学内容总计选取四个评价点(见表 7)。例如：水

工类教学内容中，要求在连接水管时，如发现管子连接有稍许松动，应当缠绕适当圈数的生料带，使得

管子连接松紧适中。发现管子有稍许松动时是否缠绕生料带、生料带缠绕圈数是否合适，可以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学生是否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因而此考核指标被列为一个评价点。再例如，电路板类教

学内容要求焊点做到指定形状，那么学生安装电路板，其每一个焊点的形状是否达到教师要求也能从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是否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因而对其焊点形状不佳的数量进行计数，作为一个评

价点。 
 
Table 7. Teaching content and evaluation points 
表 7. 教学内容与评价点 

序号 四类教学内容 评价点 

1 水工 发现管子有稍许松动时是否缠绕生料带、生料带缠绕圈数是否合适 

2 接线 操作全部完成后是否将全部电线拔下并理顺 

3 排故 万用表使用完毕后是否拨到 OFF 档 

4 电路板 焊点形状 

 

由于教师教学时时间精力均有限，无法记录过多过细的课堂情况，为方便记录与统计，以上所有评

价点均只记录不良情况出现频次。例如，水工类教学内容，只要发现有一位同学的一根管子在连接时生

料带未缠绕或者缠绕圈数不合适导致松紧方面达不到指定要求，就记录一次。接线类教学内容，只要有

一位同学操作全部完成后没有将全部电线拔下并理顺，就记录一次。排故类教学内容，只要发现有一位

同学万用表使用完毕后没有拨到 OFF 档，就记录一次。电路板类教学内容，则按照不良焊点的数量计，

只要发现一个同学的一个焊点形状没有达到指定要求，就记录一次。 
为明确不同的考核方式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所带来的影响，本人对上半学期下半学期各自都是 9

周 36 节课的数据进行了记录，汇总数据如下：(见表 8、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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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Record of classroom situation of training cours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mester 
表 8. 上半学期实训课堂情况记录 

上半学期 

 水工 接线 排故 电路板 

A 班 13 9 7 24 

B 班 11 8 5 18 

C 班 20 15 9 33 

以下为生均情况 

A 班 0.54 0.38 0.29 1.00 

B 班 0.55 0.40 0.25 0.90 

C 班 0.57 0.43 0.26 0.94 

 
将生均情况导入 SPSS 软件，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发现 A 班、B 班、C 班上半学期在工匠精

神的培养方面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9. Record of classroom situation of training cours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mester 
表 9. 下半学期实训课堂情况记录 
 

下半学期 

 水工 接线 排故 电路板 

A 班 18 13 11 33 

B 班 29 21 11 38 

C 班 12 9 5 17 

以下为生均情况 

A 班 0.75 0.54 0.46 1.38 

B 班 1.45 1.05 0.55 1.90 

C 班 0.34 0.26 0.14 0.49 

 
采用统计学方法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A 班和 B 班在工匠精神的培养方面不良情况的记录数下

半学期比上半学期有显著增多，其中 B 班记录数增多更为严重，而与此同时，C 班的记录数却有显著下

降。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实训课程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有显

著影响。 

4. 研究结论 

对于实训课程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课程考试成绩、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态度、对学生工匠

精神的培养都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对于实训课程，第三种考核方式要显著优于前两种考核方式，当然

如果能将第一种与第三种考核方式相结合，以第三种考核方式为主，则将能更全面地对学生的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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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终结性评价并对课程的后续教改起到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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