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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修订后《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管理规定》的通知
重医大文〔2018〕113 号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试卷分析，充分发挥考试的反馈作用，学校对原《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管理规

定》（重医大教【2007】10 号）进行了修订，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管理规定》

重庆医科大学

2018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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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管理规定

试卷分析是课程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教研室的基本工作。完整、科学的试卷分析可以为改进

教学提供有益的信息。为规范试卷分析，充分发挥考试的信息反馈作用，提高教学质量，特制定本

规定。

一、试卷分析的目的与意义

考试的目的是测量学生学习效果，考查学生对课程知识或技能的掌握程度。考试的功能不仅仅

是评定学生的成绩，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反馈教学过程中教与学两方面的信息。试卷分析的目的，是

充分利用考试反映的信息，评估教与学的效果，帮助教研室和授课教师及时发现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中存在的问题，查找原因，并在今后的教学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进。同时，院系和学校相关

人员通过试卷分析结果可以全面掌握学校目前总体的教学效果、教风和学风。因此，试卷分析不是

可有可无，而是完整的考试环节的内在要求和必备内容，也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试卷分析的方法与内容

定量分析：包括成绩分析和试题分析（试卷大题和每项小题的难度、区分度，考试信度）。（指

标见附件 2：试卷定量分析主要指标的涵义与标准）

综合分析：包括命题质量分析、学生掌握情况分析、总结与建议。（具体要求见附件 1：《重庆

医科大学试卷分析报告》（样表））

三、试卷分析的基本要求

1.凡以闭卷形式进行考试或考查的本、专科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考试结束后均应进行试卷分

析。课程名称相同但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不同的课程，应按照不同试卷分别进行分析。

2.试题及成绩分析应以教学班或行政班为单位对全部学生的原始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如教学班

由多个专业合班组成且专业间成绩分布差异较大者，应在试卷分析报告中分析说明原因，以便反映

教与学中出现的问题。

3.教研室应组织教师在试卷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总结课程教学、考试命题和学生学

习效果，对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并填写《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报告》。(见

附件 1）

4. 教研室主任应带头并督促授课教师参与试卷分析。由多人共同讲授的课程，综合分析应由授

课教师集体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完成《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报告》。

5. 试卷分析应严谨、客观，不回避和遗漏存在的问题。并应对课程考试近三年的试卷分析进行

对比，了解以往存在问题的改进情况。

四、试卷分析的管理和检查

1.《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报告》完成后打印一式两份，经教研室主任签字后上交院系 1 份，

教研室存留 1 份（包括试卷定量分析生成的图表）。

2.教研室应将试卷分析作为教研活动的内容之一，在试卷分析结束后，组织教师讨论和交流，

以利于今后改进和提高命题质量和教学质量。

3.各院系应对所属教研室试卷分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对本院系试卷分析开展情况、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总结、改进。各院系试卷分析总结须在次学期开学 3 周

内报学校教务处。

4.学校教务处不定期组织专家对全校课程试卷分析进行随机抽样检查，以了解教师教学质量与

教风、学生学习效果与学风。

附件：1.《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报告》（样表）

2.试卷定量分析主要指标的涵义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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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医科大学试卷分析报告

（ － 学年 第___学期）

开课学院（系）： 开课教研室：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教师：

教学班或行政班：

学生人数：

试 卷 定 量 分 析

试题

难度

（P）

难度系数 易（P>0.7） 合适（0.7≥P≥0.3） 难（0.3> P）

小题数量 30 50 20

所占比例 30％ 50％ 20％

试题

区分

度（D）

区分度值标准 良好（D≥0.30） 中（0.3>D≥0.2） 差（0.20>D）

小题数量 60 30 10

所占比例 60% 30% 10%

考试

信度

信度标准 好>0.85 中（0.6－0.85） 差<0.60

信度系数 0.723

成绩

分布

情况

分析

注：表中红色字体为填表的示例或要求。

（在此处粘贴“试卷分析系统”生成的成绩分布曲线图，从各分数段学生

人数分布情况看成绩分布曲线图为何种形态，是否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如

不符合，分析其原因。）

试 卷 综 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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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质量分析：

（要求：深入细致分析试卷内容对教学大纲的覆盖程度，与教学大纲和考核说明的

要求是否一致；试题难度、深度是否与教学大纲、教学要求相符，有无偏题、怪题

等；试卷的题型与题量是否合适，试卷题意表述是否明确、术语表达是否科学准确。）

学生掌握情况分析：

（要求：深入细致分析学生对课程知识如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能掌握情况，

对学生失分较多的题目和失分较少的题目，分析其原因。

总结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总结教师教学、命题考核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分析其

原因，并对今后该课程教学、命题考核和学生学习方法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和建议。）

试卷分析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研室

意见

（对教师分析试卷和成绩情况的简短评价，以及处理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本表可依据内容多少扩充） 制表：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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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试卷定量分析主要指标的涵义与标准

1.成绩频数分布：通常课程考试以 10 分为一个分数段，统计每个分数段包含的学

生数，将各分数段的中值和该组学生数对应点依次相连接，形成以分数为横轴，学生人

数为纵轴的成绩频数分布图和成绩分布曲线图。常见的成绩分布类型有三种，即正态分

布、正偏态分布和负偏态分布。

正态分布：以平均值为中心，左右两侧频数分布基本对称，靠近均数两侧的频数较

多，而距均数两侧较远时，频数逐渐减少。成绩分布符合这种型态，说明测试结果与学

生的实际情况一致，各种难度的题目比例合理。

正偏态分布 ：以平均值为中心，均数左侧的频数分布较多，均数右侧频数较少，

说明试题难度偏高，难度较高的题目比例偏大。

负偏态分布 ：以平均值为中心，均数右侧的频数分布较多，均数左侧频数较少，

说明试题难度偏低，难度较低的题目比例偏大。

一套质量较高的试题，理想的考试成绩分布曲线图应是呈正态分布。课程考试作为

一种目标参照性考试，学生成绩呈正态或负偏态分布，都是正常、合理的。

2.试题难度（P）：是指能够正确回答试题的人数和参加考试的总人数之比。试题难

度系数与试题实际难易程度正好相反。一般认为，难度指数 P在 0.3～0.7 之间为合适，

低于 0.3 太难，高于 0.7 太易。

3.试题区分度（D）：是指试题区分考生能力的程度，它基于一个假设：即高能考生

比低能考生更有可能正确回答试题。区分度取值范围在-1.0～1.0 之间，D 值越大，试

题的区分能力越强。D=0 时无区分能力，D<0 时为消极区分。一般认为，D值在 0.30 以

上的试题区分度较好，D值在 0.20～0.29 的试题应进行修改， D<0.20 的试题应淘汰。

4.考试信度：是指考试结果的准确程度。信度是反映考试稳定性和可靠性程度的指

标。用同一份试卷，对同一组参加考试者进行多次测验，所得结果相关程度越高，则考

试信度越好。一般认为，信度系数小于 0.6，考试可靠性偏低；大于 0.85，在 0.90 左

右，考试信度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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