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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课程考试制度是维护学生学习自由的重要保障，有利于调动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但在实践中，高

校课程考试制度僵化，考试内容知识化、管理过程教条化、考试评价单一化，限制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压抑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推进课程考试制度创新、维护大学生学习自由环境是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改革

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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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自主性的实现不仅是有条件的，而且是有限度的；高校课程考试制度是学生实现其学习自主性的

重要制度保障之一。在设计或重构高校课程考试制度时，高校可以在合理限度内为学习自主性的实现提供

更广阔的制度空间。但是，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课程考试制度僵化，考试的内容、形式单调呆板，未能实

现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以及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的目标要求，不仅制约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而且制约创新

型人才的培养。因此，改革高校课程考试制度，进而实现课程考试制度对学习自主性的引导，是高校教学

改革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实践课题。 

一、学习自主性与高校课程考试制度的实践关联 

学习自主性是衡量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主体地位彰显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摆脱被动接受教育这一困境

的基本条件。学习自主性的充分实现需要校方构建有利于保障学习自由的制度环境，即为在校学生创设一

系列学习的自由选择权。所谓学习自由，是指人类的自由精神在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体现，是一种在教师指

导或帮助下自愿、自觉和自主的学习状态或权利。[1]目前，学者们对学生学习自由的具体内涵的阐述具有

较大一致性，主要包括学生对于选择学校专业、教师、课程、学习时间以及学习方式等的自由选择。正如

约翰·布鲁贝克所说，学习自由是学生选择学什么（选择课程）的自由、决定什么时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

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2]，其中学生选择课程的自由居于核心地位[3]。 

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中，尽管离不开诸多因素的协同和资源的整合，但关键是要养成学生的学习自

主性，即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因此，学生学习活动的自由选择权利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是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与兴趣的制度保障。高等教育阶段是高深知识与学问的探索阶段，需要师生之间教学相长，

离不开探究性学习与研究活动。“学术自由来源于高深学问的性质”[4]，高等教育的学习需要自由轻松的学

习氛围，而不是强迫性的学习环境，学习自由对于大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尤为必要；“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

和研究者”[4]，“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4]，要赋予学生学习的自

由选择权。 

    在大学教育实践中，学习自主性不仅落脚为大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各种自由选择权，也表现为一种围绕

人才培养活动所展开的教学管理制度的具体实践。高校课程考试制度是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是

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高校课程考试制度与学习自主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实践关联。一方面，学

习自主性的实现有赖于高校课程考试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学习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的，高校课程考试

制度要在合理限度内为大学生学习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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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程考试制度是保障学生学习活动顺利实施的前提，学生的学习活动离不开考试的引导与规范。

课程考试内容是围绕学生的课程内容来设置的，课程考试结果是对学生课程学习状况的反映，有助于学生

把握自身的学习状况，明确自身的学习目标与方向。第二，课程考试形式与方法有助于引导学生学会学习，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方法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品质。第三，课程考试制

度要保障学生学习自由，但不能够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以及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也不能为了维持教

学活动而忽视学生的学习自由。高校课程考试制度与学习自由不是矛盾的，二者在实践中是统一的，共同

服务于学生发展及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自由与制约的失衡：高校课程考试制度的矛盾及实践困境 

    如前所述，学习自主性与课程考试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课程考试不仅是学校和教师实现教育教学目

标的重要手段，更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指导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但考试制度不是

对学习自主性的限制，而是以维护学生学习自由选择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但在实践中，学习自主性与课

程考试制度又有着内在矛盾。课程考试制度作为高校教学管理制度体系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权

力的影响，从而导致课程考试制度刻板、僵化，进而导致教师教学行为呆板化，以及学生学习行为的应试

化。 

    其一，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单一导致学生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单一，致使学生学习自由选择权的实现

受到影响。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的选择是学生行使学习自由选择权的具体体现。首先，高

校课程考试的形式虽然有笔试、口试、论文写作以及实验性操作考试等，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主要是以闭

卷笔试考试为主，其它类型的实践性考试形式基本处于边缘状态。闭卷笔试考试考察的是学生记忆知识理

解知识的能力和程度，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并不能通过闭卷考试体现出来，致使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发展

受限。其次，课程考试的内容主要围绕课堂、教材等识记型的理论知识，这无疑限制了学生课程学习的内

容的选择范围，造成学生学习内容单一。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偏重于熟记课堂、教材知识，重视对教材知

识的表层记忆，忽视对知识的深层理解，限制了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课程考试的单一化从根本上

限制了学生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选择。 

    其二，课程考试管理教条化，不利于创设培养大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制度环境，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发展。

课程考试管理教条化具体体现在教学管理部门对课程考试的时间、形式、监考等方面的管理规定，这些硬

性规定不仅压缩了大学生学习自由环境，而且阻碍了大学生学习自由选择权的实现。首先，高校课程考试

时间一般都是集中在学期末进行，有的专业期末课程考试数量偏多，学生可供自由选择的学习时间较少。

特别是那些对待学习较为功利化的学生来说，课程学习的时间主要集中于课程考试周，限制了学生自由学

习时间的选择。其次，高校不同课程的考试形式都是事先设定好的，基本上都是笔试考试。毋庸置疑，不

同课程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个性也不相同，忽视课程以及师生的教学个性，统一考试

形式，无疑会压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导致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再次，课程考试监考机械化，统一安排考

场座位与考场巡视，学生的思维会受到压抑，考试促进学生学习的功能被异化。高校课程考试本该服务于

学生学习，促进学生发展，但是课程考试管理的教条化无形中压抑了大学生个性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其三，课程考试成绩评价方法和标准单一，限制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根据约翰·布鲁贝克所言，

“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2]也是学习自由的具体内涵之一。但在实践中，课程考试评价方法和标准的模式

化，不仅会阻碍大学生自由表达思想，而且会限制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首先，课程考试对学生做出的评

价主要是依据期末的课程考卷，学生的学业由一张统一的试卷决定优劣, 学生难以形成自己的思想，也不

可能张扬其个性。[5]学生课程考试成绩主要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据主要

比重，而学生的平时成绩主要反映上课出勤率，因此学生课程学习成绩主要是期末考试成绩。实际上，学

生的课程考试成绩所反映的只是学生对这门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能体现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

而且期末考试结束并不意味着学生课程学习的终结。因此，课程考试评价方法的一次性行为不利于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同时，课程考试成绩的评分标准是教师事先设定好的，尤其是文科类理论性的考试，教师评

分都是按照标准答案按点给分，学生的独特观点被评卷老师无视。这在无形之中束缚了学生独立思考、形

成个人观点的积极性，造成学生思维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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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课程考试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抑制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在实践中，课程考试结束后，任课

教师会在规定时间内对学生的课程学习做出评价并给予评分，这就意味着教师教授该门课程的结束，学生

获知分数信息就意味着该门课程学习的结束，在课程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未引起重视，教师对学生的学习

状况也缺乏必要的信息反馈，课程考试对师生改进教学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实际上，教师对学生的

考试状态以及成绩的分析与反馈有利于实现教学相长，促进师生共同发展，更有利于发挥课程考试培养人

才的功能。有效的课程考试信息反馈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提供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缺乏信息反

馈的课程考试无法实现促进学生深化学习内容、改进学习方式的目标，很难促进学生达到自主学习的境界。 

三、高校课程考试制度创新：促进学习自主性的实现 

高校课程考试制度的僵化，课程考试内容、形式和评价手段单一，课程考试管理教条化，致使学生的

学习自主性受到限制，阻碍了学生创造力和个性的发展。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说，通过一连串考试，一步一

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

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4]实践中，合理有效的课程考试制度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保障教学活动有

序开展的基本教学制度，对于促进学生学习与发展具有激励与导向的功能。理念与现实的反差，以及培养

创新人才的要求，亟待对高校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课程考试管理体制，创新学习自由环境     

高效规范的考试管理制度是保证高校考试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6]有利于维护与创新学习自由环

境，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考试的导向、激励、育人功能。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这些功能往往被忽视甚

至异化，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强，束缚了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实践中，高校的学院和教师承担着考试

的组织与实施，因此切实完善以学院为中心的考试管理体制至关重要。首先，教学管理部门、二级学院应

当充分认识课程考试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作用，立足学生发展的角度，保证课程考试的质量，发挥课程考

试的导向、育人功能，同时将课程考试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决策权利给予二级学院，让二级学院根据本

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特点制定不同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其次，发挥教师群体的作用，成立相关学

科考试命题组，充分做到“教考分离”，在立足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大纲以及当下学科热点

知识制定考试内容，充分摆脱教材、课堂、教师的命题路径，因材施考，充分挖掘学生个性特长，培养学

生创新性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二）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课程考试评价体系 

课程考试评价功能对于学生学习具有指导和促进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主要问题是以考试代替教育

评价[7]，课程考试的评价功能被异化。课程考试成绩成为学校和教师对学生优劣做出评价的主要依据，学

生在学校期间的荣誉、奖学金等都与课程考试成绩密切相关。分数不应被仅仅看作是动力，而应被看作是

衡量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真正尺度。[2]因此，改革现行的课程考试评价体系势在必行。首先，关注学生在

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发展，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进行不同发展目标的考核，加大形成性评价在课程考试评价中

的比重。同时，要关注学生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表现，加大对学生创新性表现和运用知识的

实践能力的考核比重，课程最终课程考试评价结论由形成性评价、发展性评价以及最终的课程考试成绩组

成，充分发挥课程考试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励作用；其次，针对不同课程的学习特点，可以适当引入学

生自评与学生互评，发挥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 

（三）完善课程考试信息反馈机制，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课程考试在检验学生课程学习效果的同时，也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

方法，引导学生改进学习方式。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学生所获取的只是课程考试的分数，教师和学生之间

缺乏课程结束之后的沟通与交流，教师无法深刻把握学生发展需求，学生也无法认清自身存在的学习问题。

因此，有必要完善课程考试信息反馈机制，发挥课程考试对学生学习的激励作用，建立“目标、过程、评

价、反馈、修正”教与学之间的相互促进模式[6] 。一方面，教师要对课程考试的结果以及学生学习状态进

行整体性分析，尤其要针对个体学生学习状态进行个性化分析；对课程考试试卷的分析不应局限于统计学

生成绩合格率以及优秀率等，而是要透过分数了解学生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规范引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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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就已结束课程的学习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对学生的学习状态以及学习方式进行深入指导，帮助学

生更好地认识自我，改进学生今后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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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and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Curriculum Exam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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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ignificant safeguard for students’ learning freedom, College curriculum examination systems are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study independently. In fact, students can’t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activ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examination systems 
are ineffective, that examinations are only related to what is taught in class, that managerial systems are dogmatized, and that evaluation 
processes are inefficien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s in college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urriculum examination systems and to protect the fre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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