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京 体 育 学 院（教务处）
ZL[2018]27 号

关于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督查情况的通报

各系（院）：

依据审核评估整改要求，为进一步强化教学过程管理，规范

本科生试卷及学习评价各环节的工作，提高课程、试卷与评价质

量，学校对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进行了抽查。

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抽查范围

专家组对全校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进行了

抽查，共涉及 6 个高教单位、30 门次课程、34 位任课教师，共计

1290 余份试卷。

二、总体情况

抽查试卷总体规范度较好，基本符合学校课程考核与命题的

要求：大部分课程试卷材料完整、归档规范，常规管理基本落实

到位。大部分试卷命题规范，审批程序完整，题量适当、难度适

中，符合大纲的基本要求；大部分试卷评阅认真，核分准确，分

数修改处有责任人签字。

三、存在问题

1.个别课程试卷保管不当，未及时找到送给专家审阅。个别



课程试卷材料不完整，缺少命题审核表。

2.部分课程试卷批阅不够规范，例如未使用加分制，更改处

偏多，修改之处缺少签字等。

3.个别试卷命题欠规范，例如试卷中课程名称与参考答案中

课程名称不同；个别题目表述不当；题型少于学校要求的 5 种；

题型重复等。

4.从学生卷面成绩来看，个别试卷难易度不当，有的偏易，

学生成绩普遍偏高；有的偏难，学生不及格比例偏高；均未呈现

良好的正态分布。

5.个别试卷的分析过于简单，不能真实地反映出试卷存在的

问题与学生成绩考核的效果。

各系（院）抽查试卷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四、改进措施与要求

1.各系（院）应加强对试卷的归档与管理，确保试卷档案材

料的完整性。要进一步完善对试卷的自查机制，在期末核分时严

格把关，杜绝试卷批阅不规范、试卷袋材料不完整等基础性问题。

2.各系（院）、各教研室应加强对新教师和外聘教师的指导

与培训，帮助其学习了解课程考核、命题、阅卷的要求与规范，

切实将学校的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3.各教研室应加强对试卷命题的审核，应结合不同专业课程

教学大纲进行命题，确保试题数量、结构、难度合理，确保卷面

及参考答案、评分标准完整准确。

4.各教师应规范平时成绩的记录，做到平时成绩有依有据；

试卷分析应从难易度、题型、题量、学生成绩分布等多方面进行

分析，做到通过试卷分析进一步提升试卷质量。



5.请各系（院）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将本次试卷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向全系（院）教师通报，并针对具体问题与于 10 月

8 日前形成整改报告报教务处教学质量科。各教研室应结合本学

期的课程考核和命题工作，以此为内容组织开展专题教研活动。

附件：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抽查情况

南京体育学院教务处

2018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抽查情况

课 程 任课教师 班 级 试卷所在系部 存在问题

财务管理学 韩默 61641、2 体育系 批改时错误没打“×”；得分前没有“+”。

大学英语 闫蕾 31741 体育系
成绩分布欠缺；平时成绩占 40%，应有评判依

据和说明。

大学语文 王一迪 21741 体育系 “五、作文（共 40 分）”表述欠规范；作文分

比重稍大。大学语文 陈镜如 21742 体育系

健身俱乐部经营与管理 刘红建 61641、2 体育系 批改没有使用加分。

田径教学与训练 孔瑞诗、杨丽宁 11743 体育系
成绩分布不合理，不及格人数偏高；试卷分析

简单；批阅更改太多，规范性要加强。

组织行为学 外聘 61641、2 体育系 试卷未送到。

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曾亚莉 71641、71642 体育系 试题难易度偏低；少数涂改未签字。

运动队管理 苏新荣 2154 体育系 试卷未送到。

专项技能与理论（网球） 杨子栋 1154 体育系
缺命题审核表；题量偏少，难度低；批阅登录

不规范。

体操教学与训练
杜家俊、赵杰、

周靖弦
11743 民族体育与表演系 学生成绩比较平均，没有形成良好的正态分布。

体育艺术史 吴平平 81641、2 民族体育与表演系
题型只有 4种（学校要求至少 5种）；从考试

结果看试卷难度偏低；阅卷未使用加分。

专项拓展理论与实践（健美

操）
王连睿 81541、2 民族体育与表演系 学生技能考试成绩较高，区分度不够。

中国武术史 孙永武 51741 民族体育与表演系
平时成绩偏高；题目分值不尽合理；阅卷登分

漏登 7人。



课 程 任课教师 班 级 试卷所在系部 存在问题

专项技能与理论（健美操） 程武 11541、2、3 民族体育与表演系 无

运动解剖学 陈艳 31741 运动健康科学系

从考试结果看试题量稍大，难度偏高（建议根

据不同专业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调整试卷难易

度和题量，体现专业区分度）。

健康教育学 叶家驰 11741、2、3 运动健康科学系 不及格比例达 26.89%，偏高；建议增加课时。

运动测评与处方 杨旭晨 41641 运动健康科学系
90 分以上、60 分以下均为 0，成绩分布不合理；

试卷批阅未采用加分。

体育保健学 景涛 11641、2、3 运动健康科学系
个别题意表述不够准确，建议根据不同专业教

学大纲和目标调整考核内容。

体育统计学 吴文广 21543 运动健康科学系

标准答案的试题名称是《医学统计》，与课程

名称不同；试题类型只有简答和计算，不合理；

缺考率达 33.33%，不合理。

专项技能与理论（乒乓球） 周游 1154 运动系

考核课程名称与内容不相一致，小球不能等于

“乒乓球”；试题中都是客观题；试卷中应明

确知识、技术比重。

公共体育（篮球） 刘利 71741 运动系 试题不应只是技战术、规则，应有历史、人物、

事件和其他精神和物质方面内容。公共体育（篮球） 郑言霞 71742 运动系

高尔夫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

实践
曹全军、顾建华 101541、2 休闲体育系

出卷人、审核人为同一人；试题应参照国际高

尔夫运动资料；成绩离散度较大，不符合正态

分布。

休闲体育概论 刘雅巍 51641 休闲体育系
不及格比例偏高；“五、论述题（每题 22 分，

共 22 分）”表述欠规范。

时尚球类专项教学训练理论

与实践
张坤 101541、2 休闲体育系 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鹏远 3164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无



课 程 任课教师 班 级 试卷所在系部 存在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王博识 7164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一、二题均为选择题，缺少区别。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渠彦超 21746、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无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田标 217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