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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信息化知识竞赛的新型受体考核方式探索 
任楠楠  迟乃玉  顾馨仪  张庆芳* 
大连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  要：为了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综合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大连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生物学教研组首次发明“信息化知识竞赛”的新型受体考核，将信息化技术性答

题与受体考核带进微生物学课程考核中，形成先学生“出题、答题”，后教师“审题”的考核方式。结

果表明此种新型的受体考核方式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学生

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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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new assessment method of Informatization 
Knowledge Contest 
REN Nan-Nan  CHI Nai-Yu  GU Xin-Yi  ZHANG Qing-Fang*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2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rov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 Microbiology teacher in Dalian Universi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signed a new assessment method named Informatization Knowledge Contes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icrobiology course assessment formed a pattern involving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of 
answering” and “receptor test”, the specific steps are as follows: first, students ask and answer question, 
and then the teacher “audit”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new type of receptor appraisal 
method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students.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ʼ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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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是生物科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

课程，其考核模式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参与科研和

实践活动的能力[1]。目前微生物学考核中大多采取

传统的纸质考核方式，教师将知识点进行归纳总 
结，学生通过笔纸答题。分析当前的考试模式，多

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以期末终结性考核为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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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程性评价的考核所占比重相对较小[4-5]。因此，

为了更全面地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价[6]，也更

充分地调动学生准备考试的主动性，保证教学质量

的提升，微生物学教研组考虑到了对当前的考试模

式进行初步改革[7]。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已基本进入了全民信息

化的时代，各类信息软件及平台明显改善了人们的

生活方式[8]。同时，在教育行业中，伴随着信息化

的快速发展，无纸化的多媒体网络考试将是各高校

的重要工具之一，它也是计算机网络在教学中应用

的必然结果[9-10]。为了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充分

发挥网络信息媒体的积极作用[11]，大连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生物学课程教研组首次发明

“信息化知识竞赛”的新型受体考核作为期中考核

的形式，它将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创新思维及综合

能力的提升考虑在内[12-14]，在原有的基础上，采用

新颖的无纸化考试方式，对传统的纸质考核进行部

分替代和延伸。在传统的考核中，教研组作为主体

对学生实施考核，而新型的受体考核是指传统考核

中的受体——学生担任教研组的角色，转变为考核

的主体，对自己实施考核。具体来讲就是以学生为

主体，主动出题、组织考试和参加试后成绩评定，

教师审题并全程给予指导和帮助，最终给学生考核

成绩。 

1  考核流程及模型 
参加此次微生物学信息化知识竞赛受体考核

的考生为大连大学生物技术专业 151 班和 152 班

的全体学生，每班学生人数为 32 人。本专业微生

物学总课时数为 48 课时，本次知识竞赛在第 24
和 25 课时进行。竞赛考试时间共计 100 min。考

核主要分为 3 个环节：考前出题与备考、正式考

试即竞赛环节和试后讨论点评。在这一系列的活

动中充分利用互联网、多媒体等工具的优势，如

用微信公众平台、QQ 群、多媒体演示、手机抢

答等，实现信息化知识竞赛，旨在提升学生的信

息素养，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基本流程如

下：建立微信平台，学生按学号进行随机分组(每
组 8 人，共 4 组)并向微信后台上交题库(要求：

各个小组分别负责不同的章节内容，同时每人必

须上传至少 5 道不同类型的题目)。平台对题库进

行汇总后，利用新型多媒体技术生成电子考题，

组织学生进行考试。在此过程中教师全程给予指

导和帮助。试后由教师进行及时评分，并带领学

生复习(图 1)。 

 

 
 
 

图 1  微生物学课程考核流程 
Figure 1  Assessment process of Microbiolog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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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库构建涉及考题内容构建和题型筛选征集

两部分。考题内容以教材和教学大纲为基础，教师

引导学生使用万方、维普等主要数据库，从生物谷、

生物通、小木虫等生物学专业信息网站获取相关的

学科前沿知识。除此之外，也以贴近实际生活的试

题内容为侧重点。此环节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

学生作为出题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教师的主要任务

是审题并全程给予指导和帮助。题型征集要求结合

多媒体工具的优势，尽量打破常规题型的模式化，

力求古怪新奇。结果不仅征集到了传统试卷的填空

题、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问答题等传统题

型，还有大量多媒体工具才能呈现的动态模型匹配

题型、通过播放短视频回答问题等各类新题型。在

正式竞赛前，设计轻松黑板比赛版面、播放提神音

乐、抽签确定比赛顺序。正式竞赛共 3 个环节：第

一环节是送分题，涉及到的多为基础理论知识点(团
队题)，分值占 20%，组内每一名考生都将独立地回

答从本组中题库抽取的题；第二环节是抢分题(个人

题)，考生先后通过手机信息抢答和举手抢答的方式

答题，试题内容和考点相对第一环节难度增加，分

值占 30%；第三环节是个人决赛题，此环节涉及到

的考题内容多为综合性考题，覆盖知识点更全面，

考题形式更灵活，涉及到的知识点更前沿，分值占

50%，具有答题冷却和惩罚。不同题型合理分配在

3 个竞赛环节中，送分题的设题依据是判断组内是

否发生了“智猪博弈”，即检测学生对题库构建的参

与程度[15-16]；抢分题答题方式多样化激起学生参与

积极性；个人决赛题可以加强竞赛场内的比赛气

氛，激发学生情绪，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动有

趣的考试中。这 3 个环节由易到难、环环相扣，督

促学生努力答题，培养学生运筹帷幄的素养。 
考试结束后，由微生物学教研组的组长和各位

教师分别就各个小组的团队表现以及每个学生的

答题内容、语言组织、综合表现等按照评分规则进

行现场打分及点评。然后快速总结学生答题中的错

误，及时带领学生复习没有牢固掌握的知识点，做

好考试完成后的信息反馈。 

2  考核特色 
本考核方式在传统考试的基础上进行了“翻

转”，是一种基于学生“出题、答题”，教师“审题”
的“受体考核”[17]。其命题内容和形式、考核方式和

评价方法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的添加，

从不同角度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2.1  知识竞赛信息化 
本知识竞赛充分运用了网络信息的手段，例如

创建 QQ 群、微信班群、微信公众号，根据课程进

度及时推送课程相关资料(Word 文件、PowerPoint
文件及教学视频)，实现资源共享，并且加快了信息

传播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学生复习、组织并参与考

试的效率；构建题库时，教师指导学生使用各类专

业数据库，充分提高学生的计算机科学素养，题库

整理的过程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前沿知识，更

锻炼了他们查阅参考文献及整合信息的能力，也有

利于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本知识竞赛首

次运用手机信息抢答方式及传统的举手回答方式

相结合，体现了考核的公平性及趣味性。 

2.2  充分运用多媒体手段 
在本考试命题中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呈现了

诸多的三维立式的动画题型，有动态图形匹配题、

语音题、视频题等。如通过动画题的形式展示病毒

的繁殖过程，然后列出相关问题作为考题，在考到

“微生物的生活史”时，学生会剪辑出一段视频作为

考题材料，利用动态图生动地表达出“物质运输方

式”“革兰氏染色”等知识点。这些新颖、生动的考题

形式，能极大地引起学生兴趣，同时也充分体现出

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对一些新型考题

方式的渴望。 

其次，在竞赛演示的制作中，设计了 2 种不

同的试题演示模式：符合大众思维简洁大方的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 和动感震撼的 Focusky。

前者致力于传统演示常用的幻灯片，操作简单， 
设计美观；后者致力于动态演示，虽然操作复杂，

但在进行场景切换时，整个画面迅速改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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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两种方式一动一静相结合，使整个竞赛过

程更生动，大大增加了吸引力，调动了学生的答

题情绪。 

2.3  评价方式过程化 
科学系统的考评体系可以对学生起到积极的

鞭策作用。本知识竞赛作为期中考试的形式，其成

绩算入学生总成绩的一部分，具体为期中考核占

30%，期末考核占 50%，日常考勤占 20%。对传统

的评价方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和完善作用。在

具体的成绩评定上也更加细化、精确、全面，当对

学生进行成绩评定时，学生在每个过程或环节的表 
现都将作为此次成绩的一部分，这样彰显了考评的

公平性和合理性。同时，通过及时的评价和反馈，

学生可以改进不足，逐步培养正确的科学思维和科

学方法。本次考评总分设为 100 分，各部分的具体

评分标准如表 1 所示。 

3  统计分析及学生反馈 

3.1  统计分析 
以一个班为单位，统计 QQ 群中微生物学与其

他专业必修课的课件下载情况、参与 2 种抢答方式

的人数来反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对生物技术专业的三门专业课的课件下载量

研究如图 2 所示。 
 
 
表 1  竞赛考试成绩评定标准 
Table 1  Assessment standards of competition test scores 

题库构建 
Question bank build (10%) 

题型设计 
Question design (5%) 

竞赛过程 
Competition process (85%) 

总计 
Total score 

试题来源广泛性 
Extensive source of questions 
考题内容与大纲的切合度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tent 
of the test and the outline 

合理性与创新性 
Rationality and innovation 
of test questions 

第一环节(20%)：答案的准确性 
The first part (20%): the accuracy of the 
answer 
第二环节(30%)：答案的准确性、回答问题

积极性 
The second part (30%): the accuracy of the 
answer and the enthusiasm for answering 
questions 
第三环节(50%)：知识点覆盖面、语言表达

能力 
The third part (50%): knowledge coverage 
and language skills 

各部分成绩加权相

加 
Weighted addition 
of each part 

 
 

 
 
 

图 2  不同专业课的课件下载次数 
Figure 2  Courseware downloads for differen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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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以看到微生物学课件下载量高达   

31 次，远高于其他两门课程下载量(8 次)，究其原

因，学生要根据知识点构建题库，而 QQ 群文件能

够有效地传递学习资料，这使得课件的下载量大大

增加，反映出微生物学信息化知识竞赛的受体考核

方式在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方面起到了积极推

动作用。 

基于本竞赛首次采取了利用手机抢答的新方

式，当对不同的答题方式进行数量统计时，发现  
学生更偏向于这种现代化、信息化的手机答题方式

(图 3)，由此可以考虑采取在后续的考试中使用网上

答题的考试方式。 

3.2  学生反馈 
根据知识竞赛后与学生的交谈，以及知识竞

赛过程中学生的表现，总结出下述学生反馈：第

一，学生普遍认为知识竞赛舒缓了平日考试的压

力，也能借机巩固理论知识，达到了寓教于乐的

效果。其次，大部分学生表示很享受这种考试，在

自己出题、教师审题并指导的过程中可以弥补在平

时课堂上遗漏的知识。大部分学生认为本竞赛极大

地发挥了手机的优势，学生反映：“平时吃饭、休

息都时不时掏出手机玩游戏、刷微博打发时间，这

次组织的知识竞赛将题库上传到公众号上，可以利

用琐碎的时间在手机上刷题备考，真的很方便”。 
 
 

 
 

图 3  不同抢答方式回答人数的对比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answers using 
different answering pattern 

关于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方式，也得到了学生们的积

极反应，很多学生表示“这种细化的考核方式能够

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会对自己整个的学习备考过

程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有学生表示“这种知识

竞赛的形式可以直观地看到其他考生的表现，发现

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而这是纸质考试过程中没有体

验到的”。 

4  小结 
考核方式的不断更新，其目的是让学生热爱学

习并且有效地学习。新型的微生物学信息化知识竞

赛的受体考核模式，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考

核方式的改革入手观察学生的表现，最终发现信息

化知识竞赛的受体考核模式更有利于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引导学生明确目标[18]，鼓励学生主动学习，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

创新思维，提升学生对微生物学的热爱。但目前该

考核方式尚未完全成熟稳定，例如，微信公众平台

的运行和及时更新不稳定，运用手机抢答时系统网

络不够稳定，也有学生建议赛后评分进行自评或  
小组互评。这些都是我们今后不断完善和改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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