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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过程化考核模式作为一种综合的、全面的新型考核模式逐渐被引入课程的考核环节，但是课程过

程化考核的方法却难以统一。本文在程序设计语言(VB.NET)课程过程化考核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套针对程序设

计语言类课程过程化考核在教学和考核环节中的具体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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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procedural examination model is gradually introduced in course assessment as an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new examination mode,but the course procedural examination method is very difficult to 
unity.Based on the reforming efforts of procedural programming language(VB.NET)cours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t 
ofproceduralexamination model on programming language class course in the sectors of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of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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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针对非专业学生开设的程序设计语言类公共基础课程在

教学内容和目的上不同于计算机专业的基础课程。非专业的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应用程序开发的一般方法，理

解应用程序的基本概念、主要功能和应用程序开发的基本思

想，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在开发环境下，独立地编制、调试和

运行程序，自行开发简单的应用程序，并为今后进一步使用

其他开发工具辅佐本专业知识的转化打下基础[1]。对非专业的

学生不强调其算法的精妙，关键在于其处理模型的思维方式

和应用。

2   过程化考核的目的和意义(Purpose and meaning

     of procedural examination)
程序设计语言类公共基础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

点，其实践特性决定了进行过程化考核的适用性。

非专业的学生缺乏数据结构和算法、数据库等计算机

基础知识结构的支撑，以往学习和考试的数据显示学生学习

过程比较费劲，实际编程能力较弱，考试成绩不理想。该课

程进行过程化考核的目的在于真正实现以“考”促“学”、

以“考”促“教”，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

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2]。

该课程进行过程化考核的意义在从根本上实现考核的

“导向、检验、评价、反馈”功能，从思想上杜绝学生应试

的侥幸心理，全面深化考核内容，及时反馈考核结果，促进

教学方法调整，形成良好的教风和学风[3]，给非专业的学生搭

建计算机程序自动处理的思维，促进专业能力更广阔的应用

和展现。

3   过程化考核的思路(Thinking of examination)
该课程的考核思路的核心在于过程化。如何定义过程化

的实施形式、内容和测验阶段性是过程化考核成败的关键。

结合该课程由编程语言的理论基础、界面设计方法和模型算

法转化三大块知识构成的特点，以程序结构、数组过程、过

程组和程序设计理论收尾作为里程碑。过程化的阶段性就体

现在三个里程碑，过程化的多元化内容和形式则体现在考核

内容的上机考核和理论笔试考核。具体如下：

(1)结合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特性，制定详细的课程教学

和课程考核里程碑计划，在各里程碑以不同考核形式进行验

收。计划要体现出阶段性和多元化，详细跟踪学生学习和过

程考核情况，因材施教，能够动态调整考核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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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课程内容性质采用不同的考核形式，包括常规实

验、两次综合实验验收、两次实践应用、程序设计理论笔试

考核四种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核。过程考核的目的在于监控和

改进，全方位指导和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授课和

考核关键点，正真让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有章法、用有

心法。

4   过程考核的实施方案(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procedural examination)
4.1   过程化考核时间设置

以上海应用技术学院非专业程序设计语言(VB.NET)公共

基础过程化考核为例来说明过程化考核时间设置的依据和思

路。该课程共56学时，3学分，前12周周学时4学时，后4周周

学时2学时，其中多媒体授课32学时、上机实验24学时。课程

定义如下三个里程碑：

里程碑1：三种程序结构结束，应在第9周进行采用上机

考。考核知识点：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编程能力

相关技术考核。

里程碑2：数组和过程结束，应第13周进行。考核知识

点：数组的应用、数组与程序结构、数组与过程常用算法的

应用能力相关技术考核。

里程碑3：课程结束，应第17周进行。考核知识点：编程

语言基础理论、编程技术、基本算法、可视化程序设计方法

等相关技术考核。

程序设计语言类公共基础课程过程考核方案考核时间点

可以依据其相应的学时学分和内容切块参考上面的三个里程

碑进行。

4.2   过程化考核形式设置

(1)常规实验部分：该课程总共安排12个实验，每位同

学选择10个实验进行常规验收，验收在下次实验开始之际进

行，通过对实验代码和实验报告进行分析，总结学生存在的

共性问题，在课堂进行统一解答。

(2)综合实验部分：每位同学选择两个实验进行上机验

收，验收标准按课程设计标准进行，对参与验收的同学一对

一进行考核，除了实验代码和实验报告要达到规范标准，还

需要树立学生设计算法的思维方式。

(3)实践应用部分：通过现场上机编写程序进行考核，每

位同学在给定的考题库中选择两道编程题考核，预期分值分

60、80和100三种级别。这部分非常关键的一步在于题库的设

计，题库必须由基本、高级、创新三种类型的题目构成，让

基础不同的学生都能有题可做，有法可循，真正起到监控和

改进的效果。

(4)程序设计理论部分：通过期末闭卷考试，对编程语言

基础和程序设计思想方法进行笔试考核。通过选择题、填空

题、综合题、读程序，写程序等多种题型对学生进行全面的

检验。该部分的考核重点在理论知识的检验，不要聚焦在诸

如控件事件过程的名称、参数的准确写法以及控件的界面设

计等知识点。

4.3   成绩积分规则设置

除了以上四种类型的考核之外，平时绩效成绩将纳入总

评成绩的计算中，规则如下：

总成绩=平时绩效积分+常规实验积分+综合实验积分+实

践应用积分+论文写作积分

成绩积分规则如图1所示。

 

图1 过程化考核考核分值图

   Fig.1 Score of procedural examination

(1)0平时绩效积分(10分)：出勤抽样10次，分数从开始周

至结束周累计产生。

(2)常规实验积分(10分)：根据任课教师提供的实验题

目，选择三道题目完成，选择的题目要避免知识点的重复，

程序要保证顺利运行，撰写完整规范的实验报告，该过程的

考核是老师一对多进行，分数在下次实验课开始之际产生。

(3)综合实验积分(10分)：任课老师对课程实验选择两个

实验进行一对一的验收。重点在代码的质量和系统的性能，

旨在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算法的能力。对每位验收的同学给予

两周的时间准备，要进行设计阐述和答辩验收。

(4)实践应用积分(20分)：根据课程的进度，进行两次实

验应用的考核，考核形式采用上机编写代码，学生在规定的

45分钟完成两道数学模型不同的编程题。该部分的考核要能

体现学生的编程思想和、可视化界面设计和创新能力的差

异，分别三种程序结构和过程授课结束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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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序设计理论积分(50分)：由教学团队中核心教师成

员成立命题小组，生成A、B、C三套试卷，知识点涵盖授课

大纲中主要的理论知识点，出题形式多样，难度适中，偏重

点在程序设计理论基础部分。在课程结束之后进行，采取闭

卷笔试形式。

课程总评计划构造图如图2所示。

 

图2 课程总评计划构造图

 Fig.2 Structure diagram of course overall plan 

5  过程化考核实施后的效果 ( T h e  e f f e c t 
      afterimplementing of procedural examination)

通过实施的过程考核之后，无论是对学生的培养还是对

任课教师综合能力的培养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效果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重学习过程轻考试，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过程化的考核形式要求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同时

还要求具有实践的动手能力以及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这些

能力均不能通过死记硬背得来。尤其是程序设计语言类的课

程，既要建立在掌握语言语法规则、程序设计思想的基础

上，能够将复杂的问题模型转化成算法，进而编写代码，实

现系统运行。学生很清楚要通过该课程的考核必须认真学

习，勤于思考，敢于创新，重视上机环节。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造就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2)重监控该进轻考试，提高课程考核通过率。

传统的一次期末考试因为考试设置在学期结束，时间

比较长，会让有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章法，要么过早失

去信心要么侥幸到临考前抱佛脚。通过过程化考核方案的落

实，教师及时反馈学生考核的结果，调整教学计划，加上激

励策略，学生会及时发现问题，查漏补缺，不至于拖到课程

结束考试不及格。学习和考核的导向性促进了课程通过率的

提升。

(3)重程序设计思想轻考试，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传统考试的单一性不适合程序设计语言类课程的考核。

纯期末考试会让学生形成背书的习惯和思维，有的学生会针

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学习和复习，致使很多学生虽然通

过了考试，但是对课程内容的掌握不完整以及缺乏实际应用

能力。在实施过程化考核过程中，促进学生在理论知识的学

习和拓展能力，问题模型转化能力、算法设计能力和工程思

维能力的培养。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专业课程学习、毕业

设计、就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重能力轻分数，提高教学质量。

以往采用单一考试方式得出的分数并不能全方位反映学

生对课程的掌握，更谈不上搭建学生课程群认知能力，过程

化考核促进老师多方位立体式授课，打破了教师照本宣科、

PPT授课等常规运营的教学方式，真正站在课程体系的层面讲

授某一门课程，培养非专业的学生用计算机技术拓展本专业

知识应用的能力。

过程考核模式的实施必定会促进过程化教学的模式，需

要任课教师知识渊博，具有很强的专业把控能力，教学形式

灵活多样化。过程化“教”与“考”相辅相成，保证了该课

程的开设质量。

(5)重教师激励计划的落实轻激励计划的形式，促进教师

回归教学。

教师激励计划的目的在于促进教师回归教学本原，过程

化考核的实施可以将教师激励计划的落实真正与学生、与课

程教学结合。通过课外答疑辅导环节，完成过程化和激励的

双重目的，让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学生，因材施教，使学生真

正成为过程化考核和教师激励计划的受益者。

6   结论(Conclusion)
通过实施过程化考核，非专业程序设计语言类课程的开

设目的更容易实现，对其本专业的拓展能力得到提升，教学

效果得到了提高。毕业生因其坚实的专业能力和计算机使用

能力，更受企业的青睐。良好的学习风气更是影响了其他年

级学生的学习风气，促进了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以学促教

也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发现学生和教师存在的问题，让

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促进了教师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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