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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测量学的中高考试题改革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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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高考命题技术要基于教育测量学原理做一些改革。本文针对中高考不同题型试题,提出

七种改革设想,供命题者研究参考。一是个别选择题变为不定项选择题、增加干扰项数量、实行等

级赋分方式;二是个别填空题采取一空多答案方式;三是个别计算题的已知条件可以有多余、不同

解法可以不同赋分;四是实验题要加强考查实验方法迁移应用能力、质疑发现能力、探究创新能力

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五是个别问答题的情景可以包含一些可用可不用的、没用的、甚至错误的信

息;六是作文可以让学生自选题目,优化评分技术;七是增设跨学科融合型综合题;八是增设视频

题考查听和观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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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

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高考命题要“优化

考试内容,突出立德树人导向,重点考查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试题

形式,加强情境设计,注重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加

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究性试题。”[1]教育部考

试中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确立了高考试题“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型、创新性”[2]考查要求。
教育部《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

的意见》明确提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兼顾学生毕

业和升学需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对
各学科考试时长、容量、难度等提出规范要求”“试
题命制既要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要注

重考查思维过程、创新意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合理设置试题结构,
减少机械记忆试题和客观性试题比例,提高探究

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比例,积极探索跨学科命

题”“充分考虑城乡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增强情境

创设的真实性、典型性和适切性,提高试题情境设

计水平。”[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中考命

题工作的通知》指出:要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合理设

置试卷试题结构,减少记忆性试题,增加探究性、开
放性、综合性试题。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

考试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做好中考命题工作,对
于引导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减负提质、巩
固“双减”成果具有重要意义[4]。中考命题要有利于

义务教育减负工作,要引导学校和教师不要做应试

教育。同样,也适合高考命题改革导向。
这些纲领性文件表明中考高考命题改革有四

个共同趋势:一是试题情景要真实化,凸显解决真

实问题能力;二是减少客观题和机械性记忆题,加
大高阶思维能力考查;三是提高试卷高分学生群体

的区分度,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四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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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试题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破除应试教育。
教育测量必须具备科学性、公平性、针对性和

区分性。科学性是指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和

效度,公平性是指测量内容和方式让所有被测对象

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好成绩,针对性是指测试内容

和问题类型与当前教育教学目标一致,区分性是指

能够鉴别被测对象不同的水平程度。通过高考制

度来选拔与评价人才,实际上隐含这一种颇有争议

的价值判断标准,即“高分=优秀的考生=高素

质”[5]。

当前中高考试卷普遍具有显著的标准化考试

特征,客观性单选题很多,设问指向单一,标准化答

案明显,几乎都是纸笔测试。这种过强的标准化考

试,选拔出来的高分者未必是高素质者。所以,已
经不适合当前教育评价改革,不适合核心素养教育

导向。
顺应这四个趋势,基于教育测量学原理,笔者

围绕中高考不同题型试题的情景创新、设问创新、

赋分方式创新和评分标准创新等方面提出若干设

想,供命题者研究参考。

一、选择题创新设想

选择题有单选题、多选题和不定项选择题三种

类型。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中考选择题都是单选

题,高考试卷中有单选题也有多选题。单选题猜测

性很大,特别是考查综合能力较高的单选题的信效

度比较低。
多选题和不定项选择题通常有多个选择项是

正确答案,学生完全选对则给满分,局部选对给少

部分分数,有错选则不给分。学生做答多选题和不

定项选择题,只有在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会多选,

猜测性大大下降。

中高考选择题创新有三:一是少部分选择题改

为不定项选择题,加强学生思维全面性、综合性和

准确性考查;二是增加选择项数量,减少猜中概率,

例如,最后一道稍难的单选题,有些优生学生思考

比较久才答对,有些后进生猜蒙正确,削弱了试题

信效度;三是优化赋分方式,根据学生思维的深度、
广度和准确度分级赋分,提高高分学生群体的区

分度。

例1:关于王旭东老师籍贯哪里人,你的最佳答

案是哪一个(  )

A浙江省 B江苏省

C杭州市 D温州市

E西湖区 F萧山区

G鹿城区 H洞头区

本题正确答案分别是A浙江省、D温州市和G
鹿城区,最佳答案是G鹿城区。如果本题为4分,
选A得1分,选D得2分,选G得4分。

二、填空题创新设想

填空题受猜测的影响少,批阅比较方便,评分

比较客观;不关注思维过程,关注结果答案,通常采

用0、1赋分。中高考的填空题通常侧重基础知识和

基本能力考查,平均难度不大。填空题创新设想有

如下二种。

1.一空多答案

例2:数据1、3、5、12、a,其中整数a是这组数据

的中位数,则该组数据的平均数是 。
由于a可以为3、4、5,所以平均数分别为4.8、

5、5.2。正确答案有三个,绝大部分学生填写“5”。
如果本题满分为4分,填对一个答案则得1分,填对

两个答案则得2分,全填对则得4分。
一空多答案,可以有效考查学生思维的全面

性、深刻性和自信心。学生解答本题时,获得3个答

案,一定会出现自我质疑心理,会再次验算,做自我

评估,自信自己思维和运算没有错误的前提下,才
会勇敢填写三个答案。如果不自信,就会填1个答

案。如此,我们可以把真正优秀的学生筛选出来。

2.大题难题填空化

例3:一列简谐波沿一直线传播,某一时刻直线

上相距为d的 A、B两点均处于平衡位置,且 A、B
之间仅有一个波峰。若经过时间t,质点B恰好第

一次到达波峰位置。求波速。
解答分析:根据“A、B两点均处于平衡位置,且

A、B之间仅有一个波峰”,可能有下列a、b、c、d四

种情况,再由于简谐波的方向有两种可能,则有8种

情形,具体解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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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 设 波 由 A 传 向 B,波 向 右 传 播 的 距 离

为X,
(a)图:△X=d/2,v=d/2t 1分

(b)图:△X=3d/4,v=3d/4t 1分

(c)图:△X=d/4,v=d/4t 1分

(d)图:△X=d/2,v=d/2t 1分

(2)假 设 波 由 B传 向 A,波 向 右 传 播 的 距 离

为X,
(a)图:△X=3d/2,v=3d/2t 1分

(b)图:△X=d/4,v=d/4t 1分

(c)图:△X=3d/4,v=3d/4t 1分

(d)图:△X=d/6,v=d/6t 1分

综合可知:可能波速有5种,分别是d/6t、d/4t、

d/2t、3d/4t、3d/2t。 2分

该题作为难度较大的计算题,满分值至少10
分。学生作答不完整,可以局部得分,因此,对不同

层次的考生都有较好的区分度。

如果改 编 成 填 空 题:该 列 波 的 波 速 大 小 有

   种可能性。学生作答该填空题,一旦思维过

程中有一个地方出现漏洞,本题就不能得分。正如

现实科研生产工作,只有每一个环节都准确无误才

能成功。把一些综合性计算题改编成填空题,更能

考查学生思维的全面性、严谨性和完美性,体现严

谨完美的工程质量思想。而且,作答采取0、1计分,
本题区分对象不再是全体考生,而是高分学生;即
对高分学生的选拔具有很大的区分度和信效度。

三、计算题创新设想

目前中高考试卷中的计算题,都存在三个值得

商榷的问题:一是题目中“已知条件”不多不少;如
果学生解答过程中有一个“已知条件”没有被利用,

解答必出错,这也暗示了学生应试解题思维;二是

设问指向明确,答案唯一,不利于考查发散性思维;

三是不同解法,只要答案正确,都是满分,不在乎解

法优劣。计算题创新有下面三个设想。

1.已知条件可以多余

现实生活和科研中,要解决一个问题,存在很

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其中有些资源没有被用到;有
人喜欢用到这几个资源,有人喜欢用到那几个资

源,利用不同的资源,解决问题的效益不一样。个

别计算题的已知条件可以多一点,更符合现实情

景;能够考查学生在复杂的信息背景中快捷筛选出

最佳信息的能力,考查学生能否拟用最佳解法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避免了学生的应试思维。

2.设置开放性设问。

例4:已知两个串联电阻,R1=5Ω,R2 两端电压

2V,电源电压3V。求你能求的所有电学量?
本题设问具有典型的开放性。根据三个已知

条件,可以求解R1 两端的电压、流过R1 的电流、R1
电功率;R2 电阻值、流过R2 的电流、R2 的电功率;

串联电路的总电阻、总电流、总电功率。
按常规,本题赋分9分,一个正确答案赋分1

分;根据学生求解的电学量的数量和准确性分别给

分,可以考查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的程度。

3.不同解法不同赋分

我国很多大规模教育考试,如高考、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中考一些学科的答案和评分标准,多数

只是答案,不能称为评分标准[6]。阅卷教师通常看

答案给分,只要答案对得上,不管解法优劣,都给同

样的满分。

在现实环境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唯一的;
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投入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

力不一样,效益不一样。选择最佳的方法和技术,

改进方法和技术,都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目标。
我们可以命制一题多解的计算题,简便优质的

解法得满分,复杂简陋的解法得局部分数,借此区

分学生思维品质的高低。虽然这种赋分挑战了传

统计算题赋分习惯,但是对教与学都是一个很好的

价值导向。

四、实验题创新设想

中高考实验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纸笔测试,

侧重实验原理、实验猜想、实验步骤、实验方法、数
据计算和实验结果等理论性内容;另一种是现场实

验,侧重实践操作、现象观察、方法迁移、综合创新、
科学态度等实践性内容。目前,有些省市已经将现

场实验考查成绩量化纳入中考。随着中高考命题

改革,纸笔实验考查分数要降低,现场实验考查分

数要提升。
常规的现场实验测评侧重考查学生的操作步

11王旭东:基于教育测量学的中高考试题改革设想



骤、仪器使用能力、测量工具读数能力、现象观察能

力等基本实验能力。中高考现场实验创新题要“源
于课本,高于课本”,除了考查基本实验能力以外,

还要加重考查实验方法应用创新能力、质疑探究发

现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例5:教材中实验:一个小灯泡、一根导线、两节

干电池;要求学生将小灯泡点亮。侧重考查学生的

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

实验创新一:提供一节干电池、一根导线、两个

小灯泡。要求学生点亮每个小灯泡。

实验创新二:提供一节干电池、一个电池盒(含

两根导线),两个二极管,要求学生点亮两个二极管。
本题来自浙江省小学教育质量综合监测,虽然

是小学科学试题,但是其命题思想值得中高考模

仿。小学科学课本上原实验提供两节电池,现在改

为一节干电池。小灯泡工作电压减半,功率变为原

来四分之一,亮度变得很低,就是灯丝一点点亮,在
白天或日光灯下,大大增加了观察判断的难度。两

个小灯泡中有一个是坏的,优秀学生经过反复试验

后会大胆向老师提出“有一个小灯泡是坏的”的结

论,更优秀的学生会发现并报告“灯丝断了”,也有

学生会说“刚才有一点点亮”想蒙混过关。借此考

查学生的严谨科学态度和质疑探究发现能力。

小学生没有接触过二极管,也不懂二极管发光

原理,更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但是,这个实验的操

作技术和方法是“点亮小灯泡实验”的迁移和应用

创新。学生要做几次探索式试验,发现正向电压能

让二极管发亮,负向电压不能让二极管发亮,更优

秀的学生会发现并报告“怎么接是正向电压,怎么

接电是反向电压”。借此考查学生的方法迁移能力

和探究发现能力,凸显解决真问题能力。

五、问答题创新设想

我们把简答题、说理题、论述题等主观题统称

为问答题。问答题试题由素材情景和设问两部分

构成,要求学生基于素材情景,结合自己学过的知

识,回答相关问题。一般情况下,简答题的设问指

向比较明确,论述题具有开放性、个性化特征,考查

学生高价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问答题创新在于情景信息复杂性和真实性。

现在的问答题,题目中每一个字、每一个数据、每一

个符号、每一个图表都是经过反复推敲过的,都是必

有用于解题,没有多余的。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

的时代,我们接收到的信息量非常巨大,其中大部分

信息是无用的,或者可用可不用的,或者错误的。

中高考问答题的素材情景要回归真实和现实,
素材背景不要做太多的理想化处理,保留一些真实

原貌,也就是说,试题情景文本中包含一些必用信

息、可用可不用的信息、没用的信息,甚至错误的信

息,考查学生辨析、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如果含

有错误信息,可以考查学生质疑批判能力。

比如,一个论题有正、反两方观点,双方的论证

推理的方法也有不严谨的地方,论据的证据都有或

多或少的错误。让考生做分析点评,考查学生能否

分辨是非,能否做出合理判断,或者形成自己的新

观点。

六、作文题创新设想

1.学生自选作文题目

中高考作文大都是全命题、半命题、材料作文

和话题作文,全体考生只有一个作文,公正不公平。

高考作文内容重视学生个人感悟和理性思辨,阳刚

味、议论味稍浓,适合男生一点。大多数中考作文

是写人叙事、抒写心情的记叙文,阴柔味、故事味稍

浓,适合女生一点。不同考生对话题偏爱不一样,

文笔擅长不一样,遇到自己喜欢的话题,作文发挥

就有优势;如果遇到自己讨厌的话题,发挥就不

如意。

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话好写,命制中高考作

文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个体、不同性别、不同区域、
不同家庭、不同学校背景的考生的公平性;要让更

多的学生遇到自己喜欢的作文题,充分展示自己个

性化的写作能力。这样才能体现人文关怀,体现公

平,更体现选拔性考试高区分的需求。部分地区中

考已经尝试作文“选做题”,得到广大学生和老师的

认可。
例6:根据要求作文。小欧班级语文报【话说温

州】栏目邀请同学们参加征文比赛,请你以“我眼中

的温州”为话题,写一篇参赛文章。

要求:(1)你需要在下列【写作助手】“内容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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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文体选择”栏目中个选择一项,填写在相应

括号内,再根据你的选择谋篇布局,注意表达得体;
(2)自拟题目;(3)不少于600字;(4)不得套写、抄

袭;(5)不得透露个人信息。

写作助手

内容选择(任选一项)(▲) 文体选择(任选一项)(▲)

A.温州历史名人(如谢灵运、苏步青、刘基……)

B.温州风景名胜(如楠溪江、廊桥、五码历史文化街区……)

C.温州民俗文化(如温州童谣、细纹刻制、南戏……)

D.温州本土美食(如鸭舌、矾山肉燕、鱼饼……)

A.散文

B.人物传记

C.说明文

D.倡议书

2.加大作文评价的区分度

目前中高考作文评价标准有五个等级,实际批

改时,阅卷教师评定很少出现最高级和最低级。又

由于批改采取双评机制,更容易导致评分趋中现

象。笔者曾经对一个区县中考作文做过数据研究,
把所有考生按语文成绩高低均匀分成五等分,五个

等第学生作文平均分差不多,几乎没有区分度。地

市层面中考作文题平均得分率在0.75左右,区分度

在0.15左右,严格地说,区分度低于0.2的试题是

不合格试题。
作文区分度过低,主要原因是评价标准和批改

质量引起的,而不是学生做答质量均匀。写作是考

查学生语文基础知识与积累、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

创新能力最重要的试题,作为语文考试的大题目理

应有很大的区分度。建议中高考作文评价标准设

置7个等级,利用大数据技术监控监管阅卷教师的

作文批改质量,提高作文的区分度。

3.提高“作文选做题”评价的公正性

不同类作文成绩可以采取等值赋分处理方法,
类似浙江和上海等地选考科目赋分技术。另外,对
教师作文批改工作做合理化分工。同一个教师对

不同文体、不同主题的作文评价标准理解掌握会有

差异,评判的能力也有差异,必然会出现评判误差;
改卷过程中不同文体的数量差异和出现频次差异,
也会给阅卷教师带来偶然性误差。可以利用大数

据技术对教师批改任务做合理化分工,不同主题、
不同类型的作文分别由不同老师批改,有利于评价

标准的掌握和应用。

七、跨学科综合题创新设想

跨学科综合创新能力是未来高精尖人才必须

具备的能力。中高考采用跨学科综合题,可以考查

学生跨学科知识融合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为高一

级学校选拔优秀人才。跨学科综合题要求不同学

科知识、学科能力、学科思想深度融合,不能拼盘组

合,而且要学科主次分明。
例7:随着全球汽车保有量的急剧增加,燃油汽

车尾气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为汽车寻

找合适新能源成为各汽车企业重点研究课题。Mir-
ai是某品牌汽车企业首款量产的新型氢燃料电池

车,它不是利用氢气燃烧获取能量,而是利用氢气

和氧气化学反应中电子转移形成电流获得电能,其

燃料电池工作原理如图,燃料电池的部分参数如下

表,请回答:
(1)Mirai在环保方面最大的优点是   (写

一点即可);
(2)新型氢燃料电池原理中“X”所代表微粒的

符号是   ;
(3)Mirai的燃料电池堆栈的体积约为   

升(保留两位小数点);
(4)燃料电池以最大功率工作10秒,总共输出

多少电能?

Mirai燃料电池部分参数

燃料电池堆栈 主要材料 固体高分子薄膜

最大功率 114千瓦

体积功率密度 3.1千瓦/升

升压器 最大电压 650伏

31王旭东:基于教育测量学的中高考试题改革设想



本题是物理和化学跨学科综合题,(1)(2)问考

查化学知识,(3)(4)问考查物理知识。四个问题虽

然都基于一个情景,但是物理和化学问题之间互不

关联,考查内容之间没有发生内在联系,是一个典

型拼盘组合式综合题。拼盘组合式跨学科试题不

能有效考查学生跨学科综合能力。
例8:氢是一种洁净能源,燃烧值为1.43×108

焦/千克。地球上的氢多以化合态(主要是水)形式

存在。在开发氢能源时,若用电解水的方法获得氢

气(在20千伏、500安下,24小时可电解水9吨),问
此法是否有价值?[7]

先求得电解9吨水需要消耗电能 W=UIt=
8.64×1011 焦,由2H2O=2H2↑+O2↑计算电解

出氢气的质量为1000千克,再计算1000千克氢气

燃烧释放出的热量 Q=mq=1.43×1011 焦,因为

W>Q,所以这种方法没有价值。
本题是物理和化学跨学科深度融合的跨学科

综合题,以物理为主、化学为辅。学生只有全面正

确掌握物理和化学相关知识,才能作答正确,有一

个考点不到位,就会解题失败。这种深度融合的跨

学科综合题才符合中高考命题改革的精神。

八、视频题创新设想

听和看(观察)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学习技

能,是获取信息最重要的能力,其中,观察能力是科

学实验和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能力之一。除了英

语,现在没有学科考查学生的听力和观察力。视频

题是一种表现性评价,能考查纸笔测试难以考查的

能力。相比试卷上图文信息,视频信息量不仅仅丰

富,而且是瞬间的、动态的,贴近真实科研和交流

情景。
先让学生看一段视频,要求学生复述视频内

容,并追问几个问题让学生回答。把学生的复述内

容和回答结果与视频素材做对照,重点考查学生是

能否准确、完整、择优获取视频信息的内容,评价其

吻合性[8]。数学视频题侧重考查学生对数字、数据、
图表信息的敏感性和记忆性以及准确性和匹配性。

物理、化学、生物学科侧重考查科学观察能力,让学

生看视频中真实物品、模型模具、动物植物、自然和

实验现象等,考查学生观察的全面性、细致性、准确

性、敏锐性。政治、历史、地理学科侧重考查学生在

复杂信息背景中对不同人物、不同观点及其证据等

信息的筛选获取、辨析判断、分析评价的能力。
通过中高考命题题型创新、情景创新、设问创

新、赋分方式创新和评分标准创新,削弱中高考标

准化考试属性,引领一线教师由“知识立意”“应试

教育”“习题教育”转向“解决真实问题能力”“实践

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引领学校教育教学指向“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和“关
键能力”。中高考命题改革要发挥积极的正向导向

作用,通过“以考促教、以考促学”优化育人方式,破
除应试教学,实现“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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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estion
 

setting
 

technology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national
 

college
 

en-
trance

 

examination
 

awaits
 

some
 

reform
 

on
 

the
 

basis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principles.Following
 

are
 

seven
 

proposals
 

on
 

such
 

reform
 

for
 

respective
 

question
 

types
 

in
 

the
 

two
 

examinations,for
 

the
 

reference
 

of
 

question
 

originators.Firstly,the
 

number
 

of
 

the
 

correct
 

choice(s)
 

for
 

choice
 

questions
 

can
 

be
 

made
 

uncer-
tain,disturbance

 

options
 

can
 

be
 

added,and
 

point
 

assigning
 

can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ratings.Secondly,multiple
 

answers
 

can
 

be
 

provided
 

for
 

certain
 

blank-filling
 

questions.Thirdly,redundant
 

known
 

conditions
 

can
 

be
 

given
 

for
 

calculating
 

questions,and
 

points
 

may
 

be
 

made
 

respectively
 

for
 

different
 

solutions.Fourthly,experiment
 

questions
 

shall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examining
 

students’
 

abilities
 

of
 

assimilating
 

and
 

applying
 

experimental
 

methods,of
 

questioning
 

and
 

detecting,and
 

of
 

exploring
 

and
 

inno-
vating,as

 

well
 

as
 

the
 

rigorousness
 

of
 

their
 

scientific
 

attitude.Fifthly,some
 

unnecessary,useless
 

and
 

even
 

false
 

information
 

can
 

be
 

offered
 

for
 

question-and-answer
 

questions.Sixth,self-selected
 

topics
 

can
 

be
 

set
 

for
 

composition
 

writing,and
 

assessing
 

technology
 

shall
 

be
 

optimized.Seventh,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questions
 

can
 

be
 

taken
 

into
 

the
 

test.Eighth,audio
 

questions
 

can
 

be
 

added
 

to
 

test
 

students’
 

hearing
 

and
 

ob-
serving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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