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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浙江工业大学微生物学课程组进行微生物学导师系统设计、开发的教学改

革实践。已建成的微生物学导师系统题量达 3 800 余道，题型丰富，具备网络考试与练习功能，

同时强调导师帮助功能，重视对学生网络练习过程中的疑问进行针对性帮助，并整合作业网上

发布与提交功能，可从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情况，在微生物学课程的

网络辅助教学中起了较好作用。本文最后还探讨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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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crobiology 
Tutor System by the Microbiology course group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Microbiology Tutor System has more than 3 800 questions, abundant kinds of questions and 
functions of online practice and exams. Meanwhile, the system emphasizes function of tutor help, 
gives targeted assistance to students during the network learning, integrates functions of assignments 
on network and online submit, which can reflect students learning and teachers teaching in many 
ways, multi-level, and acquires preferably effect of the network-assisted teaching in the microbiology 
course. Finally, some problems in network assistant teaching and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have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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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

用与发展，在教学领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

已势在必行，同时也为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方法、

手段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当今高校教师教学和科研

任务繁重、学生对网络的依赖加剧的情况下，基于

校园网的网络辅助教学与网络考试系统的建设逐

渐显示了其优越性。目前，网络考试系统用于辅助

教学并不鲜见，如文献检索课网络考试系统[1]、公

共数学网络考试系统 [2]、生物化学在线测试系   

统[3-4]，英语在线考试系统[5]等具有组卷快速，评

卷方便，结果统计准确等优点，可有效减少教师工

作量。但针对微生物学课程的这类系统还鲜有报

道，很多现存的系统还存在着题库资源不够丰富，

功能单一，主要只用于考核测试，对学生起到的辅

助学习功能并不显著等缺点；正是基于这些不足，

我们自行设计开发了微生物学导师系统，建立了含

3 800余道试题的微生物学试题库，除了有考试练

习功能外，还强调对学生学习的在线导师帮助功

能，同时整合作业发布递交，以便真正能从多方面、

多层次反映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情况。本文就

我校在微生物学网络试题系统方面的教学改革与

体会做一些介绍，以期抛砖引玉。 

1  微生物学导师系统的历史沿革 

我校的微生物学课程是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食品工程等多个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直以来，课

程组非常重视课程的教学研究和改革，尤其在利用

网络进行课程辅助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

索。1995年我们开发与应用基于 DOS系统的微生

物学概念题导师系统(DOS版)[6]，并在此基础上采

用 VB 语言编制了微生物学导师系统第二版

(Windows版)[7]，实现了局域网的在线监控功能。

该版本利用局域网进行学生上机课堂测验，教师通

过服务器可及时了解每位学生上机考试结果，掌握

学生对某章节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由于基于局域网的微生物学导师系统

(Windows 版)受到需集中机房上机操作的限制，

2000年我们又开始了 Access数据库支持的基于广

域网的微生物学导师系统(网络版)开发[7]，2003年

开始采用 Dephi 7.0+SQL数据库开发，并对试题进

行了充实，在练习过程中针对不懂的试题可获得

“导师帮助”模块的解答；此外，提高运行稳定性和

同时在线人数容量，并将导师系统分为控制系统、

练习系统和考试系统三个组件，提高安全性，也方

便教师管理题库。 

基于以前微生物学导师系统开发中存在的一

些如类似试题重复较多、部分试题不规范、导师帮

助功能较弱、以关键词判断的方式批改主观题仍不

如人意等不足，2011年我们开始采用 ASP+Access

开发新版的微生物学导师系统，力图弥补前几版系

统功能与题库的不足，重新整理试题，增强功能。

目前，已和高教出版社签订了该系统的出版合同。 

2  微生物学导师系统的设计与功能模块 

系统的设计主要考虑题库的规范化与技术实

现两方面。微生物学作为培养专业生物学人才的重

要基础课程，其试题库的严谨、规范是很重要的，

也是网络试题系统的核心。为此，我们要求试题严

谨、科学，答案要求确切无歧义，考查的知识点数

覆盖全面，知识点的分布要均匀合理，这样才能反

应出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减小投机取巧几率，题

库内的试题量要足够大，并可随着课程发展对试题

进行增删或补充更新。 

系统的技术实现采用具有客户端浏览器/Web

服务器/数据服务器的 B/S 三层体系结构，通过运

行在 IIS 服务器上的 ASP 应用程序实现考试支持

服务，并使用 Access 提供数据库支持，可实现跨

平台操作、具有系统维护升级方便、良好的开放性

和可扩充性等优点。 

整个系统由管理系统和学生系统两部分组成，

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1所示。 

管理系统为教师提供试题库管理、考试、作业

布置、答疑、成绩分析等教学需求。“科目管理”

可添加不同的课程，并对练习、考试、作业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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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生物导师系统功能模块图 
Figure 1  The functional modular diagram of Microbiology Tutor System 

 

权限进行设定，考试时间设置为倒计时方式，并进

行考试监管，查询考试中登录的 IP地址；“题库管

理”主要可对试题库进行如修改、增删、成卷等操

作，试卷可导出Word格式；“试卷批改”则采取客

观题自动批改，主观题人工批改的方式；“作业批

改”可在线发布和批改作业；点击“答疑”则可针对

学生在练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帮助；在“学习

分析”中能按课程或班级模式对学生进行各章练习

的次数进行统计，也可对试卷中的各题对错率和成

绩分布等进行分析统计；“综合管理”中可对教师、

学生信息进行管理，可批量导入学生，并发布教学

公告和教学调查等。 

学生系统主要功能是为学生提供在线考试与

练习、作业提交、查询成绩等。在“考试与练习”

模块中，可进行正式考试和试题练习，在练习中还

设置了“自动帮助”按钮(答案及简要讲解)与“教师

帮助”按钮，点击“教师帮助”时可将练习中的疑问

在线递交给相应的教师，还可将感兴趣的试题添加

到“收藏夹”中，以备复习；“作业”模块中可完成在

线递交作业；对练习中产生的疑问，则可点击“导

师帮助”查看教师的答复；“成绩查询”中则可查询

每次考试成绩和各章的练习成绩。 

3  微生物学导师系统的改进 

除了具备组卷、考试与练习、评卷、分析统计、

成绩发布、信息管理等这些基本功能外，在上一版

导师系统的基础上，本系统还有如下改进： 

(1) 题量丰富的试题库。经过对试题库的重新

整理与筛选，主要内容与周德庆教授主编的《微生

物学教程》(第 3版)配套，已有题量达 3 800余道，

并支持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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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等多种题型，支持图形输入，是目前国内

题量最多，题型最丰富的微生物学网络试题库。 

(2) 强化导师帮助功能。现有试题系统的功能

设计主要强调练习与考试功能，对学习效果的跟踪

功能则较少涉及，因而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

问题后，难以获得有效帮助。针对此不足，我们在

上一版导师系统中已经开始对导师帮助功能有所

设计，在数据库中增加了对一些重点或难点试题的

讲解内容。当学生在练习遇到疑问时，除了可以立

即获得答案外，如果对答案仍有不理解，可以通过

“导师帮助”按钮获得这些重点或难点试题的讲解，

以获得进一步帮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导师

的功能。但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发现这种帮助功能

仍然较弱，学生往往会对一些试题有更深入一步的

疑问，但在导师系统中无法自动获得解答或帮助。

基于此问题，我们在新版导师系统中对导师帮助功

能做了进一步强化，将导师帮助功能分为“自动帮

助”和“教师帮助”，学生练习中出现问题需要帮助

时，点击“自动帮助”可给出答案，对于重点或难点

试题，除了答案外还会给出该试题的分析讲解。如

果学生还希望有更深一步的疑问，可以通过点击

“教师帮助”，写出自己的疑问，该试题及学生的疑

问将发送给相应的教师，由教师在后台的“答疑”

功能中进行个别的针对性解答。这种改进的好处在

于可以随时针对性对学生进行答疑解惑，从而跟踪

学习效果。当然，这种功能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

使得教师的课后工作量有所增加。此外，还增加了

“收藏夹”按钮，可收藏自己感兴趣的试题，以备复

习时使用。 

(3) 整合作业网上发布与提交功能。新版导师

系统中还增加了作业网上发布、提交与批改功能，

将课堂纸质作业布置与批改过程放到网上完成，使

得学生的作业有了方便可查的记录，可随时了解学

习情况，也间接促进了学生使用导师系统。 

(4) 删除对主观题的批改功能：主观题的批改

一直以来都是试题系统的一大难题。为了应对这一

难题，提高试卷批改效率和降低教师工作量，在上

一版导师系统中，我们设计了以关键词判断的方式

进行主观题的批改，通过几个主要关键词的设置，

让系统判断答卷中是否具备这几个关键词，从而作

出批改。在实际使用中，这种方式仍过于机械，虽

然在某些试题上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模糊判断，但

由于往往大多数主观题的回答形式多种多样，系统

难以做到真正的模糊判断，从而在试卷批改上出现

较大的偏差。通过咨询软件制作技术人员，我们觉

得现有计算机的智能化程度尚无法完成这类任务，

目前还只能由人工来完成。基于此原因，我们在新

版系统中删除了这一功能，客观题仍采用系统自动

批改，主观题则由教师在后台人工批改完成。 

4  微生物学导师系统的应用效果 

本系统操作简便，使用的教师只需具备计算机

基础知识，通过简单培训即可掌握。自投入教学应

用以来，系统运行正常，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

通过网上作业的布置与批改(图 2)减少了教师和学

生使用纸质作业的负担，同时采用分小组批改作业

的方式，通过授权给小组长或授权给研究生，进行

作业批改，既减少了教师的网上工作量，又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对于学生在网上练习过程中遇到的

疑问，我们采用网上答疑和课堂答疑相结合的方

式，学生将有疑问的试题通过“答疑”功能提交给相

应教师，教师在网上进行个别解答(图 3)，如遇到

一些共性的疑问，教师则在课堂上进行公开讲解，

这样可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此外，我

们还采用将试题挑刺等工作计入学生的期终考核

内容，学生把练习中遇到的有问题的试题通过“教

师帮助”按钮提交教师(图 4)，由教师进行审核整

理，并对挑刺较好的同学进行加分鼓励，一方面可

调动学生的力量进行整理，减轻教师工作量，另一

方面也提高了学生使用导师系统的积极性。结合该

系统的应用，我们对考核模式也进行了一定的改

革，采用教师网上作业、网上练习、网络模拟考试

和纸上考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使用导师

系统，其使用情况占总评成绩的一定比重，比如通

过对课外网上自主练习和模拟考试情况的统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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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作业批改示例 
Figure 2  An example of grading assignment 

 

 
 

图 3  答疑示例 
Figure 3  An example of online question answering 

 

 
 

图 4  学生对试题库的题目挑刺示例 
Figure 4  An example of finding fault with tes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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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平时成绩。目前，这一改革已经起到积极的作

用，学生普遍反映良好；同时，也便于教师对教学

档案的归档整理，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网络化、正

规化的教学和管理打下了基础。 

5  微生物学导师系统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尽管在我们在微生物学网络试题系统方面已

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

于进一步完善。 

(1) 试题库有待进一步筛选。一些过偏、过难

或学习价值不高的试题，尚须不断在实际使用中加

以整理完善。通过调动学生对试题进行挑刺可有效

提高整理试题库的效率，但对于试题难易程度的把

握或是否适合于学习，最终还是需要由教师来筛选。 

(2) 导师系统的运行虽然对学生的考核和辅

助教学有较好的帮助，但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针对

性答疑，也必然会增加教师的部分工作量。我们要

求学生提交导师帮助的时候，需要选择对应的教

师，不至于让教师面对所有的答疑，而只需要面对

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答疑。此外，在后续改进工作

中，拟增加对学生答疑进行索引的功能，对一些共

性的答疑可通过索引让学生先自行查找是否前人

已经有类似疑问，从而进一步减少教师的工作量。 

(3) 虽然该系统具有考试功能，但要完全代替

课堂考试尚有距离，毕竟网络远程考试很难控制，

难以保证成绩的真实性。此外，计算机的智能化程

度尚无法很好的完成主观题批改任务，主观题试卷

的批改仍需要人工完成。 

随着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网络试题系统

已屡见不鲜，归根结底还是要能够将系统在学生与

教师中真正应用起来，这不仅仅是功能的强化，题

库的丰富等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的，最终还是需要

调动教师与学生使用网络进行辅助教学的积极性，

这些工作要求我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改革

的探索与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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