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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教自学考试语言课程的命题问题
卡

张 振 德  宋 子 然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考核应考者高等教育学历的国家考试,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考者与

应考者之间是一对矛盾着的双方:主考者一方为了鉴定人才、确保学历质量,必然要严格坚

持考试标准,全面考核应试者是否可靠地达到了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相应课程的结业水平 ;

而应试者一方则要准确无误地接受考核,将 自已所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表达

出来,取得合格证书p并得到国家的承认。因此,在主考和应考之间,是一对主、客观的矛

盾 ,矛盾的统一,正是国家推行自学考试的目的所在,即鉴定:选拨人才,提倡良好学风:

发挥考试的积极作用。要达到这种考试的目的,必然要创新考试手法,如编制客观性试题 ,

避免评分误差,以维护应试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主考者为了保证考试的效度,照顾学科特

点,必然要命制一部分继承性的主观性试题。因此,在考试手法、考试内容上,也存在着创

新与继承、信度与效度、客观性试题与主观性试题的矛盾。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创新与继承

的关系,是确保考试质量的关键,也是我们命题工作者的责任。          .
下面,仅就语言课程的命题问题,谈谈我们的体会。

- 手法变化不忘标准

为了考查应试者是否全面也学习了教材,掌握了这门课程的系统知识,是否具各了分析

涧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运用能力,我们在命题时必然要融化教材内容,采用多种手法,编制各

类题型,力争在∵张试卷上控制考试质量。例如语言课程 (《 现代汊语 》《古代汊语 》)的

内容包含有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以及有关语言学常识等部分,在教材中是按部编

写,在考核时我们则变化手法,将两部分或两部分以上的理论知识熔铸在一道题中,以检查

应考者消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如四川省19泓年 《现代汊语试题 》五题,改正所列词组

中可能有的错别字,所列词组都是成语,但却不象往常那样要求解释词义,其中如
“
痛心棘

手
”, “

棘手
”

应为
“
疾首

”,它的迷惑性在于内部结 构 相 同,读 音相 同,词 义 似 乎 可

通,而且
“
棘手

”
这个双音词比

“
疾首

”
更为常见。所以如果不能从形、音、义三种角度加

以综合分析,再参之以古汉语常识,是很难答正确的。另一个成语
“
世外桃源

”, “
源

”
字

似乎不通而又是正确的,这相当于选择题中的迷惑性答案,将应考者的思路 引 向 文 字:语
音、词汇三部分知识中去。再以四川省1987年 《古汉语试题 》为例,有一题要求用横线划出

宾语, “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命题人旨在考核考生对
“
无

”
字词 性 的 认 识,对

“
者

”
字语法作用的知识 ,对多层次词组的结构分析能力,并非仅仅着眼在宾语上。同一份试

琴本文获四川省首届高教自考科研论文研讨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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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同一个考试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命题。如上述 《古汉语试题 》对待虚词问题。有填充题,也
有加点解释题。还有在划分宾语的题中。暗考虚词知识: “

然足下 卜之鬼乎!”
 “

之
”

字是动

词
“
卜
”

的宾语, “
鬼

”
字是介诃

“
于

”
字 (省 略了 )的宾语。r同一个考试内容在不同的试

卷上当然又有不同的命题形式。可见手法变化,是命题者的良苦用心。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题型变幻,标准不移。始终保持衡定不变的标准,是保证考试质

量的重要环节。只有做到标准不变,才能实现质量可靠;只有质量可靠,高教自学考试这∵

刚刚出现的高等教育形式,才有健康发展的前景。就语言课程的命题而言,我们严格按煦指

定的教材内容和自考 《大纲 》命题 ,以全日制高校中文系相应课程的结业水平为准绳,不扩大

或缩小命题范围,也不提高或降低考核深度。如古汉语音韵部分,一般说来,对中文系学生

不要求掌握系统的理论,自考命题时我们也不作为考查重点。当然,做到考试标 准 衡 定 如`

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 了主观努力外,建立题库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客观措施。事

实证明,建立题库,可以避免及格率的大幅度跳动,几年来四川省 《古代汉语 》自学考试的

成绩就是例证。

二 题型创新注意继承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一是处理好题型创新与继承的关系,统一主考

者与应考者的矛盾;二是合理掌握主观性试题与客观性试题的比例,解决好命题科学性与兼

顾学科特点的矛盾。

,历来语言课程的考试命题积累了不少可贵经验,但是,如果一张高教自考试卷,题型总

是老面孔,先是填充题,接着是解释词,然后是标点,最后是翻译,做起来当然顺手,但相

对要削弱区分度,所以命题者总要创新题型;反之,题型全部或大部分是新的,使应考者难

于审题,形成心理障碍,势必会影晌应有水平的正常发挥。所以我们主张试卷上要处理好题

型创新与继承的关系,在一道题中又要尽可能做到继承之中有发展,创新之中有继承。例如

四川省 1987年 《古代汉语试题 》第三题, “
按下列各组题意的要求作答

”(20分 ),下面包含

了虚词填空、解释句中虚词的词性和作用、解释句中实词的活用、划分句中的某种语法成分

和判别被动句等五个考试重点,题型有所创新,但又不会给考生带来陌生感,'因为小题中含

有继承题型。但总的说来, 《古汉语试题 》题型创新还是不够的,需要我们今后努力改进。

此外有些题型因创新而增加了审题的难度,也是值得商榷改进的,如 19M年某地的 《古汉语

试题》有这样一道题 :

请解释下面句子中
“
举

”
字的词义,并以

“
附文

’为语言环境,找出四个与
“
举

”
的词义相同或相近

的词,填在括号内

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举⊥~~

写
“
举

”
的词义相同、相近的词

显然这道题会使应考者在审题上花太多时间,而且也很难写出合乎命题人意图的答案。可见

题型创新与继承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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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客观性试题,增加客观性试题在试卷中的比重,是离教自考命题中的突出特点。由

于我国对客观性试题的命题原则和方法还比较生疏,所以客观性试题是我们当前创新题型的

方向。客观性试题容易定型,所以试卷稳定-标准统一,而且覆盖面广,信度较高。但是,

作为语言学科来说,有些应该考的内容如古文标点、翻译,能够检查考生的综合性能力,就
只能采用主观性命题了。主观性试题一般比客观性试题有较高的效度。客观性试题把知识和

能力分割成一道道小的选择题,如就某一个文言词的词义、词性和语法作用加以孤立考查,

∴究竟考生的知识多寡与能力高低能否有效地反映出来,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为了保证考试

的效度,语言课程依照其自身的特点,命制∵些主观性试题是必要的。在上张试卷上,主观

性试题与客观性试题的比例问题,按照四川省高教自考萎员会的规定是:客观性试题一般应

占50分 ,每题∵分。下面是四川省1987年 《古汉语试题》题型分布情况:

、尹̀∶鎏
号

题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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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 ⒛
2  |  :

从上表可以看出,客观性试题的比例基本接近省里规定的分数,但今后还可以提高其比例。 -

三 从效度出发提高信度

从命题者的角度出发,总希望把应该考的内容都考到,这样考试才有效度。没有效度,∷

就没有考试的质量。如词汇部分是古汉语课程的重点 ,“解释句中加点的词的词义
”

这类题,

是传统性的、行之有效的主观性题型,每一份古汉语试题都少不了这道题,而且 比重 还 很

大。这样的答案当然是开放式的,允许考生选择任何一个同义词作为答案。如
“
夫以百亩之

不易为岜忧者,农夫也
” (《 许行》)这句中加点解释

“
易
”

字,按照教材注 释 是
“
治

”
,

如果考生能够联系全句文意,灵活解释为
“
耕

” “
耕种

”
之类,也算对的:反之,如果望文

生义,解释为
“
容易

” “
交换

”
则是错的。这种题,意在考查考生的灵活性而不至 于 望 文 生

义。又如
“
木苴中绳,骡以为轮

” (《 劝学》)这句中加点解释
“
鞣

”
字,这道题,意在要求

考生先破假借宇,再释词义。鞣 ,是燥的假借字;燥的词义是
“
用微火烘烤使之弯曲

”
。如果仅

从
“
鞣

”
的字形出发,解释为

“
车轮

”,或者仅从
“

`柔

”
的声音出发,解 释为

“
柔 软

”
、

“
弯曲

”
,都是不够的。要满足命题入这样的命题意图,就只能采用主观性试题 ,以保证其效度。

我们不是在强调效度比信度更重要,相反的,如果一份试卷没有信度也就谈不上效度 ,

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意见是要从效度出发提高信度,在效度较高的主观性试题中,

努力做到提高其信度;在信度较高的客观性试题中,努力做到提高其效度。逑二者的统一 ,

并不是
一

件容易的事情。再以解释加点词义为例 -“ 月氏遁而怨匈奴
” (《 张骞传》)这句 中

要求解释
“
怨

”
字,正确的答案是

“
恨

”“
仇恨

″。有的考生写了正确答案之后 ,因为是 开 放 式 题

型,所以他又写了一句: 
“
使动用法 ,∷ 使⋯⋯怨。

”
这样就成了

“
匈奴恨月氏∵,意思刚好

厶4               ·



与正确答案相反。这反映出考生对使动用法还理解不够,在不必作答的地方无形中暴露了应

考者的知识缺陷,这是主观性试题的优点;但到底给分还是不给分,这是对考试 信 度 的 考

验。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一方面是提高命题水平,明确测量目的,对主观性题目的命题多

作一些限制,如 f解释下列带点的词在句中的意义
”

这类题目,还可以限制为
“
词汇意义

”

或
“
语法意义

”
等等,这样就可以避免考生错解题意 ,以致答案多种,优劣难分;另一方面改

善评分方法,尽量采取措施,保证评分可靠。

四 难易适度确倮裰噩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国家举行的大规模的水平考试 ,它必须保持严格而稳定的标准,它是

选拔和鉴定人才的标尺。因此,这个标尺必须公允,难易适度。考试的标准集中反映在成绩

及格线 (60分 )的确定上,这个及格线真正算得上是广大应考者的生命线。我们命题工作者

应该本着对国家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广大考生负责的精神,准确地掌握普通高等学校相应

课程的结业水平 ,不 随意扩大或缩小命题范围,不 随意提高或降低考核深度 ,严格把守及格线。

以1987年下半年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古代汊语试题 》为例,全卷共六题,试题的

雎 易度比例是较易、中等难易、较难、难度更大=1.2:5:3.2:0.6(详见下表 )。 单就 笫 一

大题
“
填写下列空白

” (15分,每题 1分 )进行分析,较易的 3题 (两道修辞,一道是指出

形声字
“
裁

”
字的意符 ),中等难易的 6题 (两题 《说文解字 》的有关知识,三道判别某宇

在句中是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道要求写出
“
期年

”
的

“
期

”
字的拼音 ),较难的有四

道 (两道要求填出
“
叶韵

” “
破读

”
这两个术语,两道判别某字在句中是本义、引申义或假

估义 ),难度更大的有二道,(一道是填出
“
匍匐

”
二字在上古的双声叠韵系统中属于什么,^

一道是填出钱大昕上古舌声母中没有
“
舌上音

”
的

“
上

”
字 )这是教材中讲到的,但确实难

度很大。以上层次比例是2:准 :2.7:1.3。 这道知识性的试题中,难度略微偏大了些。但 圬整

个试卷其他试题相平衡,基本上还是合理的。

在掌握难易适度的同时,在教材内容分布上,我们基本上按照基础知识、基 本 理 论 占

试题60~70%,综合运用试题占30~厶0%的 比例未考虑的。四川省1987年 《古汉语试题 》分布

情况如表下 :

层 次|     {

O f\  | 较  易 i 中等难易 | 较  难 | 难 度 大 : 合  计
新

∷
 |公

  纠

: 
ˉ

ˉ
刂 'u绍

| 
供  冖u|肛 汉

^ ∶ 
凵

题窖′\亠l  ∷  {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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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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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任何科学研究的。这种区分使主体 自身

∶的个体差异不成为实现客体的对 象 化 的 障

碍。

第二种形式是客体因素和测量方式的相

对 区分。测量方式的本性是主体 因 素 的 物

化。客体因素和测量方式的区分可分为两种

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被测客体的观测特

性与测量方式的相关性很小,以 至 可 以 忽

璐。这种情况下,客体的对象化就表现为直

接排除测量方式对客体特性进行描述。另一

种情况是被测客体的观测特性与测量方式的

相关性很大,测 量方式不同,客体的观测特

性就不同。这种情况下,客俸的对象化就表

现为在包含测量方式的基础上描述客体的特

性。上述两种情况中,笫二种情 况 更 为 普

遍 。第一种情况足被测客体与测量方式的相

互作用对其观测特性的影响趋近于零的极限

形式。

笫三种形式是客体因素与主体造成测量

误 差的区分。当主体采用任何一种测量方式

对客体进行测量时,由 主体操作、观察造成

注 :

③关于康普顿散射实验和光咱.效 应实验请参看《现

代物理学中的关键性实验》 (关〕 G· L· 特
里格著,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② 《原子物理学和人类认识》 (丹麦〕N· 玻尔,

的误差从原则上 说是 绝 对 不 可 避 免 的 ,

认识主体永远得不到有绝对精确度和绝对准

确度的测量值。但是,主体可以根据科学实

践的可能和需要确定相对误差范围,求得有

相对精确度和相对准确度的测量值,从而实

现客体的对象化。

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主客体的相互结合

和客体的对象化,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两个

相互联系的环节。只有通过这两个环节的综

含,才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 目。

总之 ,《 论纲 》是一篇富有启发性、创新

性的研究认识产生的主体机制的文章,拙文

与 《论纲 》嘟分歧仅 有 两 点:第 一、 《论

纲 》认为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不 能 认 识
“
客观事物的本来面 目

”
;我们认为通过主

客体的相互作用能够认识
“
客观事物的本来

面 目
”

。第二、 《论纲 》认为认识论应该以

主体性为原则;我们认为认识论应该以实践

为原则。此外,我们认为主客体的相互结合

和客体的对象化是认识客体的不可分割粥两

个环节。

商务印书馆,笫狃页。

③《量子理论》 (美〕波姆,商务印书馆第193页。

④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21页。

⑥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Ⅱ2页。

⑥《哲学研究》1987年第一期,第 18页。

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三期,第46页。

(上接笫45页 )

几年来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古代汉语》的考试实践证明,及格率比较稳定,这一方

面要J日 功于题库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说明命题难易适度,是保证质量的关键。

传统的中国语言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冫在出现不久的高教自学考试工作中还有许多新的

要求需要我们去适应。在命题方面,除了上述看法之外,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 的 地 方。比

如: (一 )翻译题作为主观性试题,最好改变传统的大块整译的习惯,化整为零,对某些重

点句子作翻译耍求,这样既便于阅卷评分,也增加这种主观性试题的信度。 (二 冫适当增加

一些选择题和判断题,这样既可以创新题型,又减少了死记硬背的戊分,符合成人 理解 力

强、记忆力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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