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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西安石油大学泰国留学生的汉语综合课为例,从期中、期末综合测试实例出发,评价该课

程成绩测试的优劣,探讨西安石油大学汉语综合课的教学与测试。本文认为,在成绩测试中试题编排应遵

循先易后难、先语音后词汇的顺序；试卷题型应采用选择性测试与建构性测试相结合；应注重实用性

和交际性，在测试中考察常用词汇和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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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近几年来,西安石油大学围绕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开展了石油工程特色

专业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

践。留学生数量逐年递增,学科建设也愈

加完善。 

语言教学与语言测试密不可分。测

试作为一种评价手段,是教学中的重要

环节。语言测试分为学能测试、水平测

试、成绩测试等,其中,与教学联系最为

密切的则是成绩测试。那么对于西安石

油大学汉语综合课成绩测试的试题是如

何编制的？泰国留学生这一部分群体综

合课成绩测试结果如何？日后在针对泰

国留学生教学方面有哪些方面需要改

进？这些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2 研究过程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了西安石油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18级本科国贸班、汉语言文学班

的14位泰国留学生为测试群体,他们综

合课的随堂测试、期中、期末试卷作为

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文献法、统计分析法、语料考察法。 

2.3研究内容 

(1)试卷收集情况分析 

笔者于2019年1月和4月,对西安石

油大学泰国留学生展开了汉语综合课期

中、期末试卷的收集工作。最后共收集

到2018至2019学年两学期综合课随堂测

试、期中、期末试卷42份。具体试卷情

况见表1。 

表1  西安石油大学泰国留学生汉语综

合课测试试卷表 

西安石

油大学

国贸专业 汉语言文学

随堂测试 10 份 4 份

期中测试 10 份 4 份

期末测试 10 份 4 份

总计 42份 30 份 12份  

(2)试卷题型分析 

汉语测试题从认知加工方式角度分

为选择性测试和建构性测试。 

表2  西安石油大学泰国留学生汉语综

合课测试试题类型 

1.随堂测试

题型 小题

数

卷面

比重

平均分

一、选词填空 15 15% 14.43

二、填空 15 15% 12.50

三、选择正确的答案 15 30% 25.57

四、完成对话 10 20% 16.60

五、造句 5 10% 7.00

六、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5 10% 8.40
 

2.期中测试

题型 小题

数

卷面

比重

平均

分

一、写拼音 20 10% 8.00

二、组词 2 20% 15.20

三、选词填空 6 20% 16.32

四、选择正确的答案 20 20% 15.87

五、完成对话 10 20% 8.34

六、造句 5 10% 6.50
 

3．期末测试

题型 小题

数

卷面

比重

平 均

分

一、汉字组词 2 20% 15.00

二、选择正确的答案 10 20% 17.34

三、用所给词完成句子 30 30% 16.62

四、用所给词语回答问题 10 20% 14.17

五、根据要求写短文 1 10% 5.30
 

通过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三次

测试中选词填空、给出特定选项去选择

正确答案的题目较多,建构性测试题目

较少,建构性测试可以综合测量学习者

汉语学习成果。 

汉语初级学习阶段,主要以词汇学

习,简单句型为主,这和初级汉语学习者

的水平是匹配的。三次试卷的试题序列,

基本都是语音、词汇在前面,但随堂测试

和期末测试没有语音类题目,侧重于对

词汇的考察。大部分试题都是测试学生

的词汇掌握程度。试题类型不够丰富,

这样会大大降低测试的效度。教师出题

时应考虑试题题型的多样性,测试能全

面的反应学习者的水平。 

笔者将三次汉语综合课试卷题目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总： 

(1)题干描述不明确 

在看拼音写汉字的题目中,有些试

卷给出的拼音不规范,容易会使学生混

淆,对拼音不熟的学生来说可能完全看

不出其所表达的意思,从而影响到该题

的效度。在选词填空题目中,选项中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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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与生词同时出现的情况,如：A.饭

馆；B.习惯；C.抽……,但是在题干中,

没有对回答方式进行确切的说明,最终

就出现了有的学生填汉字,有的学生填

字母,还有部分学生两者都填,这样会增

加学生答题、老师阅卷时间。另外在作

文题目中,也未在题干中明确写作目标。

对于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需要简单明确

的写作目标。因此教师出题时题干描述

应清晰准确,简单易懂。 

(2)词汇与语法测试相融合 

在汉语测试中,虚词属于语法测试

的范围,实词属于词汇测试的范围,由于

语法测试题和词汇测试题都是以词语的

形式出现的,所以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测

试容易混淆,比如,想测学生的词汇能力,

测到的却是学生的汉语语法能力。 

(3)部分题目一题多答 

选择性测试类的题目要求答案具有

唯一性,但笔者发现有题目存在两个正

确答案的现象,如例4所示。 

例4：用“要”、“想”、“会”填空 

你(   )骑自行车吗？ 

这道题是想让学生对三个能源动词

“要”、“想”、“会”进行辨析,而这句话

用“要”、“想”、“会”,句子都说得通,

并且其他题目填入相同答案也能说通。

让学生混淆。试卷给出的正确答案是

“会”。笔者翻阅该班试卷发现很多学生

在这道题目上失分,大部分失分原因都

是填了“要”。首先在出题时应避免出现

违背答案唯一性的题目,这会降低试题

的信度；其次,试题题目应具体明确,学

生可以通过辨析选出正确答案,而不是

两个题目都可填入同一答案。最后,教师

出题时应该明确题干之间、题干与选项

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出现一题多答的

情况。 

2.4试卷成绩分析 

根据图1,我们可以看出三次测验成

绩的平均分由高至低,随堂测试成绩最

高分94分,最低分73分；期中测试最高分 

89分,最低分67分；期末测试最高分79

分,最低分55分。国贸班的平均成绩较高

于汉语言文学班。随着试题难度系数的

提高,对于汉语综合能力的考察,学生明

显掌握不牢固,学生的水平也参差不齐。

这就要求教师在平常教学中,面向全班

教学要抓普遍难点,面向个体要关注其

特殊困难。 

3 研究结果及建议 

3.1研究结果 

(1)试题编排分析 

试卷题目编排有序,基本按照先易

后难,但有个别试卷存在编排混乱。三次

测试结果表明学生较擅长做选择类、匹

配类的题目。学生阅读理解题正确率较

低,这与该阶段的阅读篇章增多、小题数

增多、整体难度增加有关。完成句子、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根据要求写短文,

篇章类的题目学生完成度低,可以看出

学生在初级阶段在单复句的运用上和自

我表达力方面还欠缺,在实际教学中应

加大口语练习。 

(2)试卷题型分析 

词汇是三次测试中考察较多的一部

分,常见题目是选词填空。期中测试题目

考察以单句为主,期末测试复句与语段

考察增多。从题目编排上的问题看,词汇

与语法测试相融合是试卷最容易出现的

问题。试题存在题干描述不规范或题干

有误、选择性题目答案不唯一等问题。 

3.2建议与对策 

教师在出卷方面,建议在以下方面 

多加考虑：第一,测试题型固定化,加深

学生理解和记忆。在成绩测试中试题编

排应遵循先易后难,语音在前、词汇在后

的顺序。第二,试卷题型应采用选择性测

试与建构性测试相结合的方式。第三,

应考察常用词汇和语法。注重功能和交

际的培养。学生在平时学习中,要形成预

习,学习,复习三步走的学习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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