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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文件 
 

应用学院发〔2018〕11号 

                                                                              

关于印发《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本科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总结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现将《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本科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总结

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018 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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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本科课程 
教学质量分析总结暂行办法 

 

为加强课程建设，不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完善试卷质量分析

和课程教学总结工作，为教学研究、教学评价提供反馈信息，促进

成绩考核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促进教学改革，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做好考试试卷质量分析和课程教学总结工作，是教师履

行岗位职责的重要内容。任课教师在课程教学工作结束后，应当认

真撰写《试卷分析总结报告》（附件 1）和《课程教学分析总结报告》

（附件 2），并按期上报。  

第二章  试卷质量分析 

第二条  每学期开设的各门考试课程（不含体育课和口试课程），

在阅卷工作结束后，试卷命题教师或命题小组应当认真撰写课程《试

卷分析总结报告》，每门课一份，在放假前交教务处。  

第三条  《试卷分析总结报告》内容包括课程教学自然情况、试

卷信度、难度、内容效度分析，试卷卷面成绩分布情况和试卷质量

综合分析几部分，各部分内容、分析方法及撰写要求如下： 

1．试卷信度  

试卷信度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考试成绩期望值与实际

成绩平均值 x 的差异。其中“考试成绩期望值”是指以学生平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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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为主要参考依据，结合平时教学情况，预测用本套试卷考试后的

学生卷面成绩平均分。另一方面是考试卷面成绩的预期及格率 q与

实际及格率 q 的差异。其中“考试卷面成绩预期及格率”的确定是

以学生平时成绩或平时学习状态为主要确定依据。两个方面差异数

的绝对值在 5 以内为差异不大，试卷信度较高；差异越大，信度越

低。  

2．试卷难度  

试卷难度用难度系数 p 表示，计算公式为：p=1–100x，其中 x

为试卷实际平均成绩。难度系数越大表明该试卷的难度与学生掌握

该门课程的实际水平相比越大。课程期末考试其合理的难度系数介

于 0.2-0.3 之间，值越大，说明试题难度越大；值越小，试题越容

易。  

3．试卷效度  

试卷效度主要分析的是试卷的内容效度，反映的是试卷所考核的

内容覆盖该课程教学大纲内容的全面程度。内容效度用 Z 表示，是

试题所含知识点数与教学大纲中要求知识点数之比，比例较高则说

明效度较高。  

4．成绩分布直方图  

以参加考试学生全体为样本，按 0～9、10～19、20～29、30～39、

40～49、50～59、60～69、70～79、80～89、90～100 十个分数段

进行人数统计，然后画出成绩分布的直方图。  

5．试卷质量综合分析  

综合试卷的信度、难度、效度和成绩分布直方图分析情况，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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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思路、考查效果等方面对试卷总体质量进行综合分析。  

（1）试卷考察的内容：教学主要内容有哪些，试卷如何覆盖这

些内容，是否注重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考核，效果如何。  

（2）分数权重分配：全卷试题各类题型比例分配，重点和难点

等如何合理分配到各类题型中。  

（3）区分度：根据直方图，对试卷的区分度进行分析判断，成

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趋势且分布区间涵盖较多分数段，试卷的区分

度较好。  

（4）试卷中存在的其他情况和问题。  

（5）问题原因分析。  

（6）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第三章  课程教学总结 

第四条  每学期课程（全部课程）结束后，任课教师应当撰写所

任教课程的《课程教学分析总结报告》，经教研室主任审核后，在学

期结束前统一交系部，存入本单位教学档案。 

一门课程由两位以上（含）教师担任，各任课教师应当分别撰写

自己的《课程教学分析总结报告》。 

第五条  《课程教学分析总结报告》内容一般包括教学工作基本

情况，教学大纲执行情况，教学方法、手段改革与实践情况，教学

质量与效果分析，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几个方面。

各方面撰写要求如下：  

1．教学工作基本情况撰写内容一般包括：承担哪些专业班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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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各专业班级对本课程教学的需要情况，教学过程中是否

照顾到这些需要等。  

2．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撰写内容一般包括：教学内容完成情况；

根据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及社会需求，在内容详略、重点、难点

及教学大纲以外内容引入等的适度调整；成绩考核方式方法的改革、

完善与调整等。  

3．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情况撰写内容一般包括：根据专业、学

生基础情况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取得的效果与经验。  

4．教学效果总体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撰写的内容一般

包括：对总体教学效果进行定性评价；重点总结与以往教学相比，

通过哪些方面改革取得的效果；对今后的教学工作有哪些借鉴意义。  

第六条  各系部对《课程教学分析总结报告》中反映的教学、学

风等问题要认真研究，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促进教学质

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第七条  各系（部）要将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总结工作做为常规教

学检查的重要内容。  

第八条  《课程教学分析总结报告》可作为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

调整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6— 
 

 

 

 

 

 

 

 

 

 

 

 

 

 

 

 

 

 

 

 

 
 
 
  
 
 

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2018年 5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