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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医学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过程性评价体系在整合理论教学与综合

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本研究以医用高等数学课程为例，改革过程性评

价体系，提出依托“雨课堂”平台的过程性评价方案，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课前预习、

课堂学习、课后复习的全覆盖，科学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行为、态度及效果，提高课堂教

学和教学管理质量，促进医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并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建构的

转变，以解决传统终结性评价所导致的应用脱节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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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general tre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 the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integrating theory teaching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development. Taking the medical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reformed the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proposed a process evaluation scheme relying on the "Rain 
Classroom" platform. Digital means were conducted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pre-class 
preparation, in-class learning and post-class review,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attitude and effectivenes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class teaching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the medical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knowledge imparting to ability build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pplication disconnection caused by traditional termi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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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和高等教育评价改革

的深化，过程性评价因其动态监测、反馈及时等

优势，逐渐成为终结性评价的重要补充。在医学

教育中，医用高等数学作为临床实践和科研的重

要基础，其教学评价需兼顾知识掌握与数理应用

能力。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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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着重强调了教

育评价对引导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意义，该方案

倡导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

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分类设计教育评价方案 [1]。

在数字化赋能教育环境下，过程性评价注重在学

习过程中开展持续评价，强调充分挖掘教学过程

的育人价值，克服传统终结性评价忽视过程的弊

端。过程性评价能够全面、深入、及时地对学生

在医用高等数学学习中的行为、态度及效果进行

评价 [2]。目前，医用高等数学课程愈发强调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提升其创新能力，为未

来临床实践和医学科研筑牢数理根基 [3]，但该课

程的过程性评价仍存在指标单一、反馈滞后等问

题。本研究以医用高等数学课程为例，借助数字

化手段改革过程性评价体系，以提升学习效果，

优化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过程性

评价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参考。

1  医用高等数学课程过程性评价现状

传统过程性评价方式在考勤、测试、作业批

改、反馈及时性及实践能力培养等方面存在明显

不足 [4-10]：①评价效率低下，反馈滞后。考勤主

要依靠点名抽查，不仅占用课堂时间，且难以真

实反映学生的课堂参与质量。课堂测试和课后作

业以纸质形式为主，教师批改任务繁重，尤其在

大班教学中，批改大量纸质作业耗时耗力。同时，

纸质作业反馈周期长，学生往往需等待数天甚至

数周才能获得评价，错失改进的最佳时机。②评

价维度单一，忽视能力培养。现有评价方式侧重

理论知识考核，以选择题、填空题等题型为主，

着重考查知识点记忆，而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及创新能力的评估不足。这种评价方式难以

适应现代医学教育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也

无法有效提升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③缺乏个性化指导。传统评价标准过分强调统一

性，忽视学生个体差异。教师难以及时掌握每个

学生的学习状态，仅通过少数学生的反应判断整

体教学效果，无法提供针对性指导。这种“一刀切”

的评价模式既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限制

了教学效果的提升。④过程性数据利用不足。现

有评价未能有效整合学习过程中的动态数据（如

课堂互动、在线学习行为等），导致无法全面、

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轨迹，削弱了评价的诊断

与改进功能。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过程性评价在

医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亟需通过优化

评价体系加以改善。

2  医用高等数学课程过程性评价改革
与实践

针对传统过程性评价存在的问题，在医用高

等数学课程中，我教研室对过程性评价模式进行

了改革，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方式，

通过数字化手段创新评价方法，促进课堂教学和

教学管理质量的提升。线上平台科学地覆盖了课

前、课上、课后的各个教学环节，基本实现了教

师对教学全周期的管理。从课前预习、课堂互动、

课后作业等方面帮助教师分析课程数据，量化分

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实现精准教学，为加强师生

互动提供解决方案 [11]。依托数字化平台进行的过

程性评价既能实现学生的全覆盖，也能够保证数

据真实，公平公正。

2.1  实施对象和工具
在 2023—2024 年第一学期，我教研室针对

中国医科大学 109 期临床医学“5+3”一体化、

临床医学（检验医师）、临床医学“5+3”一体

化（儿科方向）专业的医用高等数学课程改进过

程性评价体系。

线上教学平台采用由清华大学和“学堂在线”

共同研发的智慧型教学工具——“雨课堂”。教

师可以通过微信将附有 MOOC 视频、习题、语音

的课前预习课件实时推送给学生，定制符合自己

教学风格和节奏的教学方案，配合答题、投稿等

互动功能。

2.2  过程性评价体系改革
医用高等数学课程的过程性评价包括课堂

表现（含考勤）、单元测试、课后作业和实践性

项目，共占评价体系的 40%，期末闭卷考试占

60%，见图 1。

在医用高等数学课程评价体系中，过程性评

价占 40% 的设置符合课程特点、契合学习规律、

符合教学评价理念，在激励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从学习动力

激发角度来看，过程性评价并非仅聚焦于课程结

束时的最终成果，而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在

讲解诸如利用导数求解药物在体内最佳代谢速率

这类紧密联系医学实际的知识点时，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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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跟进，以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监督学生的学

习状态，了解学生对所讲授知识的掌握程度，学

生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授课教师实时反馈教学效

果。结课后，教师导出数据进行统计，以答题次

数与题目总数的比值为给分依据，作为课堂表现

成绩的一部分。

“答题式”考勤模式可以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不仅考查学生的出勤情况，还能了解学生是否专

注听讲。在课堂考勤赋分上给予及时激励，可以

使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

2.2.2  “分层式”实践性项目考核
实践性项目采取分层式教学，在课程中设置

不同层次的多个实践性项目供学生选择，并要求

撰写一篇与本课程有关的论文或报告，作为过程

性评价的一部分。如关于超纲问题的探讨适合对

数学有探知欲的学生，培养其创新能力；实际问

题的分析与解决适合对数学建模感兴趣的学生，

培养其应用能力，如学生在课上已经学习过人口

阻滞模型、Logistic 生长曲线、细菌繁殖模型等 [12]，

可以让学生利用所学数学知识谈谈人口增长问题

的规律和应对策略；难度较大的教学内容或课内

习题的讲解剖析适合学习比较严谨的学生，培养

其钻研精神。由教师设定每个实践性项目的难度

系数，评价方式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也可互评，

教师对个别学生的问题给予针对性指导或点评。

实践性项目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学生整

体把握问题的能力，而且能拓宽学生的思路。如

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学生通过查找文献学习一

些课外知识，既有利于深入理解本课程，也能够

锻炼综合学习能力，由此将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

发现与剖析问题的课后学习结合起来。项目设计

是开放性的，给予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

针对实践性项目的情况展开课堂讨论，把时

间交给学生，以学生为中心，教师适当引导。当

师生互动时，学生不但会更加积极地思考问题的

图1  课程评价板块及占比情况

Figure 1. Curriculum evaluation sections and their 

proportions

表1  新旧模式过程性评价各板块内容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ntent in various sections of process evaluation between new and old 

process evaluation models

过程性评价板块 传统模式 新模式

课堂表现（含考勤） 课前签到或课间随机点名 统计课上手机答题次数

课后作业 收发作业本，教师批阅 自主批改，线上拍照提交，教师督促并了解学生掌握情况

单元测试 课堂试卷答题 课后线上答题，题库随机发题，题目选项乱序，可多次答题

实践性项目报告 纸质论文 纸质、多媒体等多种形式线上提交，课堂点评，学生互评

能及时对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思考、踊跃发言等

表现，以及小组讨论中对数学模型构建的创意想

法给予肯定。这种及时反馈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

后续课程学习的热情，促使其更积极地探索复杂

的医用数学问题。从学习行为引导层面来看，过

程性评价能促使学生更注重日常学习积累。在学

习过程中，学生意识到每次完成基于医学案例的

作业、参与课堂上关于医学统计数据处理方法的

互动，都会被纳入评价范畴，从而引导学生保持

良好的学习状态，主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课

程内容，逐渐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利用数字化平台对课堂表现（含考勤）、单

元测试、课后作业、实践性项目板块进行不同程

度的改革，将传统模式和新模式进行比较，具体

内容见表 1。

2.2.1  “答题式”考勤模式
课上采用“雨课堂”平台发送题目的形式记

录考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进度设置

问题，发送一道选择题（或其他题型）让学生

作答。题目的设计应符合教学计划，考查重点知

识，无论回答正确与否，答题学生均视为参与了

课堂教学，而未答题学生视为缺勤。教师及时查

看未答题学生名单，课间关注、了解他们的情况，

期末考试

课堂表现（含考勤）

单元测试

实践性项目

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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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还会因为教师的及时反馈，更认真地探究

问题的本质。例如，在讲解概率论这一章时，乳

腺癌和肝癌的医学诊断模型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教师发布相关题目以考查学生对重难点的掌握情

况，随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无论学生

讨论问题的结果正确与否，都提高了其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和课堂的活跃度，再结合教师对问题的

分析与讲解，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这

种课堂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

促进了教学相长。

医用高等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

逻辑思维、数理思维、概括思维、抽象思维和创

造性思维等，而非只是通过期末考试。实践性项

目与课堂教学共同服务于学生思维的锻炼和培

养，将数学教学和应用更好地统一，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2.2.3  “自助式”课后作业
“自助式”课后作业是以学生为主、教师督

促的一种学习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

教师每堂课会在“雨课堂”平台以主观题的形式

布置适当的练习题作为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将所

有作业书写在作业本上，对照习题详解进行批改，

然后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拍照上传，整个过程需

独立完成。教师适时检查，课上对错误较多的题

目进行讲解，对未按时完成的同学加以督促。此

项过程性评价为基础评价，只要学生按时完成任

务、态度认真即可获得满分，未按时提交的学生

可以补交，但相应给予扣分。教师线下抽查作业，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医用高等数学课程通常都是大班授课，如果

每堂课的作业均由教师批改，则工作量过于繁重，

同时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种“自

助式”课后作业让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负责，自主

发现并解决问题，教师则以指导、督促、检查、

讲评为主，通过学生作业情况的反馈信息，及时

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及时调

整并指导后续教学。教师对布置的作业要及时讲

评，由于学生个体差异，同一道题可能会出现不

同解法，教师应让学生各抒己见。通过学生作答，

考查其对重点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加深对知识

的理解。

医用高等数学的书面作业是教学的重要环

节，完成一定数量的数学作业能使学生巩固课堂

上所学的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技巧，培

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利

于教师了解教学情况，及时反思改进。教师在布

置作业时除了考虑学生个体学习差异性，还应考

虑作业题本身的层次，作业题要由浅入深，难度

适中。简单的作业题虽然大部分学生能够完成，

但是不足以拓展思维，达不到巩固知识、锻炼能

力的目的，太难的作业题对于成绩差的学生来说

不易完成，还会增加学生负担、打击学生的自

信 心。

2.2.4  “自主式”单元测试
每章结束后，教师在“雨课堂”平台发布单

元测试题，学生在截止日期前自主选择答题时间

和次数。答题结束后系统自动显示错题和答案，

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答题情况后，自行研究错题

并复习相关知识。如果答题成绩不理想，学生可

以再次作答，最多有三次答题机会，取最高分作

为最终考核成绩，详见图 2。

图2  单元测试流程

Figure 2. Unit test procedure

测试是过程性评价的常用手段。“自主式”

单元测试有别于传统测试的模式。首先，灵活的

时间安排提高了学生选择的自由度，学生根据个

人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可以提高其主动性；其次，

学生自己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并主动解决，可以增

强学习的积极性，经过自己的努力多次答题后成

绩逐渐提高，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最后，测试成

绩数据真实，对学生更公平，教师根据答疑情况

和平台数据也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内容学习

发布测试

随机抽题

学生作答

结束 自主纠错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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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测试对学生和教师均产生积极影响，教师通

过和学生的互动，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掌握程

度以及自身的教学状况，从而体现真正意义上的

教学本质。

2.3  教学效果反馈
2.3.1  满意度调查

对参加课程的 55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

卷设置 10 道题目，回答“是”表示完全或基本

同意该陈述，回答“否”表示不同意或未体验到

所陈述的效果。结果显示，学生对新型过程性评

价模式满意度较高，认为新型过程性评价能活跃

课堂气氛，提高其自律意识，促进自主学习，提

升学习能力和兴趣，增强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

力。但也有学生认为实践性项目的互评环节无意

义，部分学生认为新型过程性评价模式会给他们

带来压力和负担，详见图 3。

趣，为其主动学习提供内在动力，帮助其更好地

投入数学学习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巧妙运

用“雨课堂”[14]，精准把控课堂节奏，与学生开

展全方位、多层次互动，从课前预热到课后反馈，

全面助力学生能力提升 [15]。但在实际教学中，过

程性评价的设置还有改进的空间。例如在实践性

项目评价中，教师将学生的论文或报告以匿名形

式上传至平台，通过随机分配和学生互评打分的

方式，取平均分作为学生的最终成绩。这种互评

方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能力和批判性

思维，还能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自身优势与不

足，明确改进方向。为确保评价的公正性，教师

需对异常分值进行核查，进一步保障评价结果的

可靠 性。

医用高等数学课程的过程性评价体系需不断

探索，做到既能够监督学生的学习状态，又能反

馈教学效果，激励学生主动探索复杂的医学数学

问题，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教师通过精准掌握

学生的学习进度，开展个性化辅导，满足学生的

差异化需求，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我教研室通过数字化教学手段对

医用高等数学课程的过程性评价进行改革，有效

提升了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及数

据分析能力。这一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能力培养

的模式不仅提高了课程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

医学人才提供了支持，也为其他课程的过程性评

价改革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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