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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 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 9.32亿, 其在整个网民中占比达 99.2%. 其中, 我国高校学生的智能手机普及

率接近 100%, 这使得在高校内利用智能手机 APP辅助教学成为可能. 论文研究在高校课堂中引入手机 APP进行

学习评测和管理的方法, 即将传统的课程、班级管理及部分评价方法融入手机 APP中, 以提高高校课堂学习管理

的效率和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 论文对 3门课程 16个班级的 884名学生进行了手机课堂测验应用, 并对其中两

门课 4个班级的 165名学生进行了手机课堂测验和纸质测验的对比试验, 同时对 124名学生进行针对手机测验的

课堂调查. 结果表明, 手机测验相较于传统纸质测验得到更低的测试成绩, 但是从主观上却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 增
加了课堂活跃度. 总体而言, 大多数学生认可手机考试形式是一种趋势, 在将来的教学中可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教

学评价手段. 但是, 课堂手机评价系统还属于新兴事物,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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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number of mobile Internet users has reached 932 million, accounting for 99.2% of the entire
Internet population. Moreover,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smart phones among China’s college students is close to 100%,
making it possible to use smart phone APPs to assist i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work studies the
method of introducing mobile APPs for learning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in college classrooms, namel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ourses, class management, and some evaluation methods into mobile AP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in classrooms and enhanc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knowledge. In this study, 884
students in 16 classes of three courses were involved in a mobile classroom test. Among them, 165 students in four classes
of two course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trast experiment between mobile classroom tests and paper tests, and 124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mobile classroom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per test, the mobile
phone test gets lower scores but arouses great interest of students and bursts the class activity. In general, most students
agree that the mobile phone test represents a tendency and may become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means in future teaching.
However, the mobile phone evaluation system in classrooms is still an emerging thing with strong vitality and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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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机上网日益普及, 并且应用到各行各业. 根据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20 年 9 月发布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道 :  截至

2020年 6月, 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 99.2%, 在
互联网的各种应用中, 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到 3.81亿,
占网民总体的 40.5%[1].

中国高校的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85% 的高校

提供无线网络服务, 55% 的高校实现免费无线上网[2].
可以说, 高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构建完成.

高校学生自带移动电子设备, 特别是智能手机进

入课堂是值得探讨的学习新趋势. 根据美国旨在分析

新兴技术在教育中吸纳与应用的NMC地平线报告, 学生

自带设备上课成为近期趋势[3], 自带设备使学生能够用

他们所熟悉和喜爱的技术来支持学习. 2018年和 2019年
的地平线报告指出, 应增加对学习度量的关注, 跟踪和

评估学业进展数据, 度量分析用于调整教育教学[4,5].
在线教育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

开始向移动端扩展迁移, 探索利用智能手机教学的新

模式[6–9]. 在将来, 电子学习可能是移动第一的战略[10].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利用手机 APP
学习解剖的表现在统计意义上好于使用传统方法学习

解剖的表现[11]. 未来二十年, 我国移动学习发展将经历

基础环境建设、知识体系化建设和学习服务建设 3个
迭代循环的阶段, 应发挥移动学习在不同领域内的优

势, 开发有效促进移动学习的工具应用, 拓宽理论视域,
开展移动学习活动、策略及评价的研究[12].

在线教育评测将成为提高教育保障水平的重要措

施. 教育测量与评价主要是研究对教育现象进行测量

和价值判断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是当今现代教育科

学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13]. 在国内,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所有级别/科目全部实行上机考试. 美国的托福和 GRE
考试也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1 年实现基于 Internet 的
考试[14]. 基于计算机的无纸化考试已经成为高校考试

的趋势[15,16]. 近年来, 基于移动设备的考试逐渐成为研

究热门和新趋势[17–24].
综上所述, 本文旨在高校课堂中引入手机 APP 进

行在线学习评测的方法研究, 即将传统的课程、班级

管理及部分评价方法融入手机 APP 中, 以提高在线课

堂教育中学习管理的效率和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
更好地保证高校教育中的教学质量. 

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将手机作为学习工具引入高校课堂, 在
高校课堂有限的时间中利用手机进行实时在线教学测

验, 引起学生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高效利用课堂时间.
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查阅、课堂实践、课堂调

查以及数据的对比分析等, 研究流程如图 1所示.
 

查阅文献, 了解移动设备考试在高校中的应用情况

在课堂教学中实践, 了解学生对手机测验方法的适应程度

课堂调查, 了解学生关于手机课堂测验的态度和认识

教学效果对比, 对比传统纸质测验和手机测验的差异

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开始

结束

 
图 1    手机考试教改项目研究流程

 

在图 1的研究流程中, 首先明确本文研究目标: 探
索手机测验在高校课堂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
依据研究目标整理研究思路和方法: 1)查阅文献, 了解

其他教育机构利用移动设备, 比如 PC、平板电脑或手

机进行电子化考试的方法和经验. 2) 在自己的课堂教

学中循序渐进地引入手机课堂测验, 了解该方法是否

可行. 教育的目的是以学生为中心, 因此必须要在学生

中实践才能了解教改的效果. 3) 在每学期教学实践之

后, 对学生的实践情况进行广泛调查, 了解学生对利用

手机考试系统进行课堂测验的态度和认识, 根据学生

的反馈在后续实践中逐步改进手机测验的方法, 比如

引入不同的考试类型. 4) 在课堂测验中比较传统纸质

测验方法和手机测验方法之间的差异, 找到两种方式

之间的异同. 5)最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2.1   手机考试系统说明

本文研究采用了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发布的

IPE-100易考过手机考试系统作为手机测验工具. 该系

统由 3部分组成, 见图 2.
在图 2 中, 服务器端是整个手机考试系统的后台

支持系统, 包括教师信息、学生信息、考试信息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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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在服务器端, 可以利用 PC机或手机进行服务器端

操作. 教师手机端是教师使用手机考试系统的前端, 可
以完成手机考试系统的所有操作, 比如: 构建数据库、

建立班级、启动考试、查阅考试情况等. 学生手机端

则用于学生完成手机考试和课堂调查.
 

服务器端

教师手机端 学生手机端

 
图 2    手机考试系统的组成

  

2.1.1    教师启动考试的流程

在手机考试系统的教师端, 教师首先利用 PC机或

手机, 在手机考试系统服务器平台中创建自己所授课

程, 并为该课程创建相应题库; 然后在平台上构建授课

班级, 并导入班级学生姓名; 最后就可以以班级为单位

构建手机考试.
教师具体开启一次基于手机课堂测验的流程是:

老师首先要构建测验的试卷, 然后根据试卷创建基于

不同班级的考试. 考试对应于班级, 便于对每一个同学

的成绩进行记录和管理. 创建完成考试之后, 老师在课

堂上就可以启动考试和停止考试. 当停止考试之后, 所
有客观题目由计算机自动评卷, 而主观题目则可以由

老师或学生评卷, 每次课堂测验结果都会被保留在系

统的数据库中. 教师利用手机考试系统进行考试的流

程见图 3. 

2.1.2    学生使用手机考试的流程

在手机考试系统的学生端, 学生可以通过手机扫

描二维码登录进入考试系统, 然后在手机上作答, 最后

提交结果完成本次考试. 对于只有客观题的考试, 学生

可以立刻得到自己本次考试的结果, 并知道自己本次

考试错在什么地方, 而学生每次考试的结果都被保存

下来供学生后续查询和学习. 学生使用手机考试系统

的流程见图 4. 

2.2   手机考试系统关键技术

手机考试系统中包括很多关键技术, 其中自动组

卷、学生交互以及试卷评价分析尤为重要. 

2.2.1    自动组卷

自动组卷是指系统根据老师出题要求, 包括: 章

节、题型、数量、分数、评分标准、难易程度等因素

自动生成试卷, 自动组卷伪代码见算法 1.
 

创建课程

为课程创建题库

创建班级

导入班级学生

创建试卷

创建考试 (与一套试卷相关)

启动指定考试

结束考试 (可自动结束)

本次考试统计

所有手机考试统计 (自动)

开始

结束
 

图 3    教师使用手机考试系统的流程
 

扫二维码登录进入考试页面

根据班级找到本次考试位置

开始考试

结束考试

阅卷 (如果由学生阅卷主观题)

查看自己本次考试结果 (给出答案)

查看自己所有考试结果

所有考试成绩导出

开始

结束
 

图 4    学生使用手机考试系统的流程
 

算法 1. 自动组卷

输入: 章节, 题型, 题量, 评分规则, 难度

输出: 试卷

1.  根据输入参数从数据库查询试题

2.  随机选择满足要求的指定数量的测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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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规则为每道考题分配分数

4.  if (考题是自动评分对象)
5.  {
6.        将其标记为自动评分

7.        将结果与测试问题联系起来

8.  }
9.  else
10. {
11.        将其标记为手动评分

12.        手动连接规则

13. }
14. 根据以上内容制作期末试卷

15. 返回建立的试卷
 

2.2.2    学生交互

学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手机考试网站, 学
生通过二维码登录考试系统的伪代码见算法 2.

算法 2. 扫描二维码登录系统

输入: 二维码 (手机考试系统进入二维码)
输出: 登录成功的标志

1.  分析二维码

2.  从二维码分析结果中获取网站地址

3.  根据网站地址打开系统网站

4.  从登录界面获取用户登录名和密码

5.  将用户登录名和密码的验证信息赋予登录是否成功的标志位

6.  if (标志位为 1)
7.  {
8.        进入系统

9.  }
10. else
11. {
12.        显示登录失败信息

13. }
14. 返回登录成功的标志
 

2.2.3    试卷评价分析

学生考完试之后, 系统自动收卷, 然后根据试卷类

型进行试卷评分和分析, 对于客观题, 系统直接给出评

分并给出统计结果, 包括分数分布、区分度、难度等;

对于主观题, 则根据指定要求分配到评阅人进行评审,

试卷评价分析的伪代码见算法 3.

算法 3. 判断分析试卷

输入: 考试试卷, 题型, 评分规则

输出: 考试结果 (试题难度、区分度, 试卷成绩分布等)

1.  收集所有试卷, 根据题型判断试卷

2.  if (试题类型为客观题)
3.  {
4.        自动判断试题并设定分数

5.  }
6.  else if (试题类型为主观题)
7.  {
8.        分配用户根据规则手工评卷

9.  }
10. 根据所有试题计算出每道题的区分度和难度

11. 根据所有成绩计算考试成绩分布

12. 返回考试结果
 

2.3   手机课堂测验实践

从 2017年 10月至 2020年 6月, 本研究在老师所

授 3 门课程共计 16 个班级的近 884 名学生中进行了

70 多次手机课堂考试, 包括: 软件开发环境与工具的

5个班共计 307名学生, 软件构造的 5个班共计 341名
学生,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的 6 个班共计 236 名学生.
图 5 展示了同学们在课堂上进行手机测验的场景.
 

 
图 5    同学们在课堂上进行手机测验的场景

 

在手机课堂测验实践中, 考虑到课堂的时限性以

及测验与最近教学内容的相关性, 课堂测验一般采用

10分钟左右的短时测验为主, 题目则多以选择题为主,
便于系统自动评卷, 这样在每次测验之后学生立刻知

道自己的考试结果. 同时, 老师也知道了学生本次考试

的总体结果, 包括每道题的错误分布, 学生答题的正确

率等. 老师可以根据考试结果对本次考试进行针对性

评讲, 并结合考试结果适当调整教学重点, 使学生更好

地掌握知识. 手机考试结果试题分析和试卷分析见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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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项选择题难度系数、
区分度及正确率占比分析

(a) 单项选择题正确率占比分析

 
图 6    手机考试自动完成试题分析

 

 

(a) 考试分数段分布、
平均分等分析

(b) 考试不同题型
正确率分析 

图 7    手机考试后自动完成试卷分析
  

2.4   手机课堂测验与纸质课堂测验对比

为了了解手机考试和纸质考试之间的差异 , 在
2018–2019 年春季学期, 研究者对四川大学软件学院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和“软件开发环境与工具”两门

课程共计 4 个班级的 200 多名学生进行了 10 次手机

课堂测验和纸质课堂测验的对比试验. 其中, 软件开

发环境与工具课程包含两个班级, 它们分别被命名为

工具一班和工具二班;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课程有两

个班级, 分别命名为体系一班和体系二班. 4个班级整

学期分别进行了 5 次课堂测验, 其中, 工具一班和体

系一班前两次测验采用手机测验方式, 后 3 次测验采

用纸质测验方式; 工具二班和体系二班所有 5 次测验

均采用手机测验方式完成,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完

成同一班级之间手机测验和纸质测验方式之间的纵

向对比以及不同班级之间手机测验和纸质测验方式

之间的横向对比. 4 个班级课堂测验的具体分布情况

见表 1.
 

表 1     4个班采用手机测验和纸质测验的分布表
 

班级 人数 前两次测验方式 后3次测验方式

工具一班 41 手机测验 纸质测验

工具二班 49 手机测验 手机测验

体系一班 53 手机测验 纸质测验

体系二班 62 手机测验 手机测验
 
 

为了对手机课堂测验和传统纸质课堂测验方式之

间进行全面对比, 采用了同班级纵向对比和不同班级

横向对比两种方法, 具体如下所述. 

2.4.1    同一班级前后时段纵向对比

纵向对比是指同一班级前后不同时段课堂测验成

绩之间的对比. 具体方式是工具一班和体系一班前两

次采用手机课堂测验, 后 3 次则采用纸质方式进行课

堂测验. 纵向对比就是对比这两个班前两次手机测验

成绩和后 3 次纸质测验成绩之间的差异. 尽管纵向对

比前后不同时间测验题目存在差异, 但参加考试的学

生完全相同, 这种对比可以了解相同学生对不同考试

方式的适应程度. 

2.4.2    不同班级同一时段的横向对比

横向对比是指不同班级同时使用不同考试方式进

行课堂测验成绩对比. 具体方式是工具一班和体系一

班后 3次课堂测验采用纸质测验方式, 同时, 工具二班

和体系二班后 3 次课堂测验采用手机测验方式. 在横

向对比中, 除了课堂测试的方式不同之外, 对比班级,
包括工具一班和二班, 软件一班和二班之间的考试题

目完全相同. 横向对比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不同班级学

生对相同考试试题而不同考试方式的适应程度. 

2.5   手机课堂测验的学生调查

本次教改, 针对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软件设

计与体系结构”以及“软件开发环境与工具”两门课程

的共计 124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其中“软件设计与体系

结构”课程有 73 名学生参加调查, “软件开发环境与工

具”课程有 51 名学生参加了调查.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

括: 学生喜欢的考试形式, 手机考试是否会成为趋势,
手机考试适合的考试类型, 手机考试试题题目类型以

及手机考试存在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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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手机测验和纸质测验的对比

按照第 2.3 节设计的两种对比方法进行手机测验

和纸质测验对比, 对比结果如下所述. 

3.1.1    同一班级纵向对比结果

为了对同一班级手机测验和纸质测验进行纵向对

比, 研究者分析了工具一班和体系一班前两次手机考

试和后 3 次纸质考试之间的成绩差异. 对于工具一班,
共有 41 名同学, 去掉 11 名 5 次课堂测验中存在任何

一次缺考现象的同学, 剩余 30名同学参加了全部 5次
考试. 体系一班共有 53 名同学, 比较时去掉 5 次考试

中有缺考现象的 10 名同学, 对剩余的 43 名同学成绩

进行了纵向比较. 对同一班级前面两次使用手机测验

后面 3次采用纸质测验的平均成绩进行纵向对比的结

果见表 2.
 

表 2     同一班级不同时段纵向对比成绩分布表
 

班级 人数
前两次手机测验 后3次纸质测验

平均成绩 均方差 平均成绩 均方差

工具一班 30 62.67 17.41 78.44 13.06
体系一班 43 45.35 21.86 57.98 12.30
整体 73 52.47 21.78 66.39 16.12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使用纸质测验的平均成绩高

于使用手机测验的平均成绩. 为了进一步分析纵向对

比的差异, 对同一班级所有同学不同时段课堂测验平

均成绩做了单因素方差统计分析, 工具一班手机测试

和纸质测试平均成绩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p 值为 0.0002;
体系一班的 p 值为 0.0014; 将工具一班和体系一班看

成一个整体, 单因素方差分析 p 值为 0.000 02, 均小于

0.05, 说明三种情况下纸质测验和手机测验成绩之间均

存在显著差异, 纸质测验成绩明显高于手机测验成绩. 

3.1.2    不同班级横向对比结果

在横向对比时, 分别对工具一班和工具二班, 体系

一班和体系二班在后 3 次测验中, 采用相同考试题目

和不同考试方式平均成绩进行了对比. 其中工具一班

和体系一班采用纸质考试, 工具二班和体系二班采用

手机考试方式. 工具一班共有 41 名同学, 去掉 8 名后

3 次考试中存在任何一次缺考现象的同学, 剩余 33 名

同学参加了全部 3次纸质测验. 工具二班共 49名同学,
去掉 12 名后 3 次中有缺考的同学, 共有 37 名同学参

加了全部 3 次手机考试. 体系一班共有 53 名同学, 后
3 次考试中包含 45 名有效同学, 软件二班共 57 名同

学, 后 3 次测验中包含 50 名有效同学. 对不同班级同

一时间相同题目课堂测验采用不同考试方式 (手机测

验和纸质测验)平均成绩横向对比的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班级横向对比成绩分布表
 

班级 人数 考试方式 后3次平均成绩 均方差

工具一班 33 纸质考试 78.18 13.47
工具二班 37 手机考试 66.31 13.24
体系一班 45 纸质考试 58.52 12.46
体系二班 50 手机考试 54.80 19.11
整体一 78 纸质考试 66.84 16.12
整体二 87 手机考试 59.69 17.72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在横向对比时使用纸质测验

方式的平均成绩高于使用手机测验方式的平均成绩.
为了进一步分析横向对比的差异, 对工具一班和工具

二班的成绩做了单因素方差统计分析, 手机测试和纸

质测试平均成绩单因素方差分析 p 值为 0.0004, 小于

0.05, 说明手机考试成绩和纸质考试成绩存在明显差

异. 体系一班和体系二班两种测验平均成绩的单因素

方差分析 p 值为 0.2699, 大于 0.05, 说明纸质测验和手

机测验成绩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上述两组对比统计结

果之间出现差异, 为了消除这种差异, 将采用纸质考试

的工具一班和体系一班组成整体一, 将采用手机考试

的工具二班和体系二班组成整体二后再进行统计分析,
整体一和整体二之间两种测验平均成绩的单因素方差

分析 p 值为 0.0077, 小于 0.05, 说明纸质测验和手机测

验成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纸质测验成绩明显高于利

用手机测验的成绩. 

3.2   手机测验方式学生调查结果

本研究除了进行学生课堂测验成绩客观对比之外,
还进行了关于手机测验情况的学生调查. 其调查结果

见图 8和图 9.
从图 8(a) 中可以看出, 关于学生喜欢的考试形式,

有 50%的学生喜欢手机考试方式, 而仅有 33%的同学

喜欢传统纸质考试方式, 说明手机考试更加受到学生

的青睐. 从图 8(b)中可以看出, 关于手机课堂测验的优

势调查, 39% 的学生认为立刻知道自己的答题错误对

于掌握知识具有帮助, 29% 的同学认为立刻知道自己

的考试成绩非常重要, 还有 28% 的同学认为手机测验

更加便捷, 说明了手机测试方式具有优势. 从图 8(c)
可以看出, 关于手机考试趋势性的调查显示, 认为手机

考试大于 80% 概率成为趋势的学生占 35%, 还有

45% 的同学认为超过 50% 的概率手机考试会成为趋

势. 总体上讲, 80%的同学认可手机考试是将来考试方

式发展的方向之一.

2021 年 第 30 卷 第 11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87

http://www.c-s-a.org.cn


3%

33%

14%

50%

正规答卷纸考试
PC 机上的考试
手机考试

立刻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
立刻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能够帮助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操作方便性
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

大于 90%
大于 80%
大于 50%
小于 50%

28%

39%

29% 20%

20%

15%

45%

(a) 学生喜欢的考试形式 (b) 学生认为手机进行课堂测验的好处 (c) 学生认为手机考试成为趋势的可能性

其他形式考试
2%

2%

 

图 8    参与过手机考试的学生对手机考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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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生对手机考试系统问题的认识

 

前面 3项调查是参与过手机考试学生对手机考试

本身的总体认识, 整体上讲, 学生主观上认可手机考试

的形式, 并认为这种考试方式对于他们学习知识带来

帮助并将成为一种趋势. 后续的各项调查则了解手机

考试具体实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比如手机考试适合

的考试类型、考题类型以及在课堂中实施考试的时间

安排等.
图 9(a) 展示了关于手机考试适合的考试类型调

查. 调查表明, 80%的学生认为手机考试适合较简单的

课堂小测验, 这可能既与学生参与了较多课堂测验相

关, 也与手机考试难于限制作弊有关. 图 9(b)展示了关于

手机考试适合的试题类型. 可以看出, 71%的学生认为选

择题较为适合, 这与手机操作的方便程度有关. 图 9(c)
展示了关于手机考试中主观题的批阅方式. 调查显示,
41% 的学生认可学生批阅, 老师审核, 并有 20% 同学

认为应该老师批阅. 因此整体上讲, 学生还是较认可老

师在阅卷中的权威性. 图 9(d) 展示了关于手机课堂测

验的时间选择. 34%的学生选择在上课开始时, 28%的

同学选择在上课结束前, 20% 的同学选择在上课中间

时段, 其余 18%同学选择可以在上课任意时间点测试.
该项选择结果较为分散, 可以认为学生不太关心课堂

测验在课堂教学中的起始时间点, 老师可以根据课堂

教学的需要自主安排课堂考试时间. 图 9(e)中调查了

关于手机 APP 软件的改进意见. 调查表明, 约 50% 的

学生关心手机操作的易用性, 说明手机考试最大的改

进在于方便学生使用. 从图 9(f) 中对于手机考试存在

的最大问题的调查显示, 61% 的同学认为手机考试不

易做复杂题目, 17% 的同学认为手机考试的主观题难

于快速评阅, 还有 11% 的同学认为软件不易操作. 这
说明同学们主要认为手机考试的应用存在有一定限制,
手机由于受到输入和显示方式的限制导致难于完成复

杂考试题型, 比如: 作图题, 程序题等. 

4   讨论与展望

将手机考试形式引入高校课堂测验是一种新的教

学尝试, 本研究得到一些看似矛盾的结果. 虽然从客观

上手机考试方式降低了学生的课堂测验成绩, 但从主

观上手机考试的形式又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 

4.1   测验成绩下降的原因

按照最初的设计, 预测客观上手机考试不会影响

学生的课堂测验成绩, 而通过与传统纸质测验的纵向

对比和横向对比发现, 手机课堂测验客观上导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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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成绩的显著性下降, 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

因造成. 

4.1.1    手机考试受到较多客观因素影响

相较于传统纸质考试, 手机考试借助的工具较为

复杂, 受到更多客观因素影响, 包括手机性能、网络性

能以及手机 APP软件的方便性等. 在手机课堂测验时,
曾经出现过由于网络拥堵, 使得某些学生花费较多时

间登录进入考试系统, 导致他们有效答题时间减少的

现象. 也曾出现过因手机考试系统本身的问题导致个

别同学提交考试试卷时答案未被提交的现象, 这些都

成为影响学生手机课堂成绩的客观因素. 

4.1.2    学生对手机考试的适应性问题

相较于传统纸质测验, 手机测验受到屏幕大小限

制, 不能一次看全整张试卷, 这要求学生最好采取顺序

答题方式, 对于有些学生而言, 顺序答题方式不利于对

试卷的整体把控, 学生主观上需要花时间适应这种考

试形式, 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测验成绩. 

4.1.3    课堂测验题目较为单一

在进行手机课堂测验时, 考虑到课堂上时间的时

限性以及手机考试题目的局限性, 手机考试多采用选

择题为主, 通常在 10分钟内完成 5–10道选择题, 这些

题目主要考查学生局部知识点, 并不能像期末考试那

样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4.1.4    纵向对比的题目之间存在客观差异

客观上, 纵向对比是比较相同学生群体在不同时

间段的学习成绩, 不同时间段采用了不同的测验题目,
前后题目的难度对学生而言存在客观差异, 因此纵向

对比的比较条件并非完全一致. 

4.1.5    横向对比的班级之间存在客观差异

横向对比是比较不同班级对相同考试题目的课堂

测验成绩差异, 不同班级学生之间的学习成绩本身可

能就存在客观差异, 因此导致比较条件可能存在差异.
尽管本研究发现手机考试在课堂测验中并未带来

学生课堂测验成绩的提高, 甚至可能导致学生课堂测

验成绩的下降, 但是手机考试本身却表现出较大的优

势, 不仅将新技术引入教学活动中增加了课堂教学的

活跃度, 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兴趣, 而且考试不再受地域

限制. 例如, 在 2020年春季新冠疫情期间, 由于学生不

能到校上课, 教师基本采用线上教学方式, 而线上教学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把握不足, 为了进一步掌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 同时也督促学生加强学习, 教师利用手机测

验系统对软件开发环境与工具课程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学生连续进行手机测验, 促进了学生的学习. 图 10 是

手机测试时查看到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学生参加手机课

堂测验的情况.
 

 
图 10    新冠疫情期间,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学生

使用手机软件完成课堂测验
  

4.2   手机考试的完善

手机考试属于新兴事物, 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

善, 可以从以下 3方面考虑其完善. 

4.2.1    考试类型的完善

研究中的手机考试主要用于课堂教学中的小测验.
对于其他考试形式, 比如期末考试等综合考试, 还没有

尝试使用手机考试的形式. 如何利用手机进行综合性

考试并防止学生作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2.2    考试题型的完善

目前, 手机测验基本采用选择题型, 这种题型方便

学生答题, 但是对于考查学生全面掌握知识存在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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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因此如何在手机考试中引入其他考试题型, 比如:
简答题、程序题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2.3    手机考试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手机考试对于客观题可以自动评卷, 老师学生都

立刻知道答题情况, 但是对于主观题而言, 手机考试软

件却难于做到自动判卷, 这就需要老师或学生进行网

上阅卷, 减少了手机考试及时了解考试结果的优势, 这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 相较于传统的纸质考试, 手机考试

的形式在客观上并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课堂测验成绩,
甚至有时会降低学生的课堂测验成绩; 但是主观上却

引起学生的极大学习兴趣, 提高了课堂的活跃程度, 大
多数学生认可手机考试形式是一种趋势. 由于手机考

试在使用方便性、快捷组织考试, 考试后及时了解学

生的答题结果, 管理学生考试历史记录, 便于扩展其他

教学应用功能以及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等方面具有较

大优势, 在将来的教学中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评

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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