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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形成性评价方案的实施在促进学生全过程自主学习中的效果，建立科学合理的卫生管理统计

学学业成绩评价体系。方法：选取新疆医科大学事业公共管理专业2017级学生，通过记分作业、学习笔

记、期中无纸化考试和PPT小组讲演等形成性评价形式对学生学习卫生管理统计学的全过程进行追踪性

动态性评价，及时向教学双方反馈学习效果信息，并将期末成绩与公共事业管理2016级学生、信息管理

专业2017级学生期末成绩进行比较。结果：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全过程完成形成性评价方案中各项任务指

标，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17级学生期末平均成绩73.57 ± 16.48，高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16级学生期

末平均成绩71.66 ± 12.45、信息管理专业2017级学生期末平均成绩72.45 ± 13.70；及格率91.11%，高

于公管2016级88.45%和信管2017级90.15%。结论：形成性评价方案可以促进绝大多数学生坚持全过

程学习，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关键词 

卫生管理统计学，形成性评价，全过程学习 

 
 

The Practice of Formative Evaluation 
Schemes Based on Whole-Process Learning 
in Health Management Statistics 

Zaoling Liu1, Qiao Wang2 
1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Health Statistic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2Academic Affairs Offic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 1st, 2024; accepted: Jun. 21st, 2024; published: Jun. 30th,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24.133087
https://doi.org/10.12677/sa.2024.133087
https://www.hanspub.org/


刘早玲，王巧 
 

 

DOI: 10.12677/sa.2024.133087 859 统计学与应用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mative evaluation schemes in 
promoting students’ whole-process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
able acade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for health management statistics. Methods: Stu-
dents from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jor of the 2017 class at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The whole proc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in health management statistics was dynamically 
and continuously evaluated through formative evaluation forms such as graded assignments, 
learning notes, mid-term paperless examinations, and PPT group presentations. Feedback on 
learning outcomes was provided to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a timely manner, and the fin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nd-of-term scores of students from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jor of the 2016 class and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jor of the 2017 class. Results: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were able to complete all task indicators in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schem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e average final score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jor 2017 
class was 73.57 ± 16.48,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final score of 71.66 ± 12.45 for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jor 2016 class and 72.45 ± 13.70 for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jor 2017 
class. The pass rate was 91.11%, higher than the 88.45% for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6 class 
and the 90.15% for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7 class. Conclusion: The formative evalua-
tion scheme can promote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to persist in whole-process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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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卫生管理统计学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是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在公

共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目前，该课程考核方式为期中考试(上机考试)和期末课程终结考试。学

生综合成绩按期末考试 70%、期中考试 30%的比例综合而成，学生最终成绩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期末考

试决定，未能完全体现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形成了“期末考试学通宵，平时不管通宵玩”的学习习惯，

非常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迫切需要对传统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以促进学生全过程学习，从而达

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形成性评价又称过程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即时、动态、多次对学生实施的评价，它注重及时反

馈，用以强化和改进学生的学习[1]。卫生管理统计学因其理论深奥、概念抽象、计算繁杂、知识点之间

逻辑性强等特点，如果学生不注重课下自主学习，教师不督促学生全过程学习，就会出现平时课堂教学

效果欠佳、期末考试即使“通宵达旦”学习，成绩也很不理想等现象。因此，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根

据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特点，在卫生管理统计学课程教学中开展形成性评价方案，探索其在统计学课

程中的可行性并评价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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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对象与教学实施 

2.1. 教学对象 

教学对象为我校 2017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共 45 人，课程为卫生管理统计学，与我校信息管

理专业的医学统计学理论课程内容基本一致，共 72 学时，其中理论 48 学时，实验 24 学时。教学方式为

理论课教学采用 CAI 辅助教学，实验教学采用计算机软件辅助教学。授课内容包括基本统计方法和医学

研究设计。 

2.2. 形成性评价方案具体形式与考核时间、评价依据 

课程开始之前制订形成性评价体系，学生最终成绩由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个方面构成，课程

综合成绩比例构成形成性评价 40%，终结性评价 60%，满分 100 分。其中，过程性评价由记分作业、学

习笔记、期中无纸化考试和 PPT 小组讲演四部分组成(表 1)： 
(1) 记分作业：手书作业，按照课程重点难点内容和主要知识点共有 9 章需要完成课后练习，布置 9

次作业，一般为课后习题。评价依据：100 分制评分，求 9 次作业平均分。成绩占形成性评价 5%。 
布置作业章节分布为：定量资料的描述、定性资料的描述、参数估计、t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

秩和检验、双变量相关、线性回归。  
(2) 学习笔记：要求学生在 10 章重点内容结束后，每一章制作一个思维导图，有利于学生对每章内

容进行系统性的总结。评价依据：100 分制评分，每章 10 分，共 100 分。 
占形成性评价 5% 
期中无纸化考试：计划第十周采取机试方式，对前九周讲授内容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在考试结束后

及时对学生进行反馈，查找不足，及时纠正。采用 100 分制评分。 
占形成性评价 10%。 
(3) PPT 小组讲演：课程内容进行到实验设计与调查设计部分，利用 1 次实验进行小组 PPT 汇报。方

法：根据班级人数将学生分为 8~10 个小组，提前 2 周让学生查阅文献，并将文献制作成 PPT，讲演由

PPT 汇报、现场学生质疑、专家小组打分及教师综合点评等环节。评价依据：采用 100 分制评分。占形

成性评价 20%。 
① 查阅资料途径可靠，准备充分。                           (20 分) 
② 在 ppt 制作中分工明确，做到每位同学参与，并认真完成。   (20 分) 
③ ppt 制作规范，信息量大。                                (20 分) 
④ 在汇报中逻辑思维清晰，陈述准确流利。                   (20 分) 
⑤ 回答观众及评委提问确切、表达准确。                     (20 分) 
 

Table 1.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表 1. 形成性评价体系 

评价形式 具体内容 比例(%) 实施时间 

记分作业 9 个重点章节作业 5% 每二周一次 

学习笔记 10 章思维导图 5% 每章教学结束 

期中无纸化考试 期中阶段性测验 10% 教学第十周 

PPT 小组讲演 4 学时课题 ppt 展示 20% 教学第十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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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形成性评价实施基本情况 

公管 2017-2 班共 45 人，男生 18 人，女生 27 人。记分作业方面，有 3 名同学出现未按时完成作业

现象，但经教师督促，仅有 1 名同学未能完成 9 次作业；思维导图方面，有 5 名同学有拖拉情况，有 1
名同学经教师谈话班主任谈心也未能完成任务；期中考试是无纸化计算机考试，全部为客观题，3 名同

学不及格；ppt 小组演讲，全部同学参与了汇报。在形成性评价中那位未完成所有作业和思维导图、期中

考试不及格的同学是上届留级的学生。 

3.2. 与未进行形成性评价方案的比较 

本文选择两个未实施形成性评价方案的班级学生进行比较，分别为授课教师职称相同、同专业不同

级的公共事业管理 2016 级学生，授课教师职称相同、同级但专业不同的信息管理专业 2017 级学生。这

三个班级期末考试均采用闭卷笔试考核方式，题型与题量相同：70 道客观题 70 分，3 道主观题 30 分；

班级学生人数、男女生比例相近(见表 2)，授课教师均为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教研室高级职称与高年资中级职称教师。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7 级学生期末平均成绩 73.57 ± 16.48，高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2016 级学生期

末平均成绩 71.66 ± 12.45、信息管理专业 2017 级学生期末平均成绩 72.45 ± 13.70；及格率 91.1%，高于

公管 2016 级 88.4%和信管 2017 级 90.0% (见表 2)。 
 

Table 2. The scores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of the three classes were compared statistically 
表 2. 三个班级统计学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班级 
人数 

总人数 期末考试成绩 
及格情况 

男生 女生 及格人数 及格率(%) 
公共事业管理 2017 级 18 27 45 73.57 ± 16.48 41 91.1 
公共事业管理 2016 级 17 26 43 71.66 ± 12.45 38 88.5 
信息管理 2017 级 17 23 40 72.45 ± 13.70 36 90.2 

4. 讨论  

实施形成性评价可以在教学全过程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及反馈教学中的问题，“教”方

面有助于教师诊断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方面可以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重视学习过程、发挥学习能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2] [3]。 
本研究在卫生管理统计学课程中实施形成性评价发现，对于“学”方面，绝大多数学生在记分作

业、思维导图等环节能够坚持学习，全程完成学习任务，这可能是与这两个环节需要学生课后及时、

连续学习，教师能够及时反馈、评价效果有关。有部分同学作业完成质量很高，思维导图绘制的十分

精美，知识点总结非常到位，显示了学习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4]，顺

理成章地这些学生的期中无纸化考试及期末考试成绩都比较优秀。有极少部分同学出现未按时完成任

务现象，但经教师督促班主任干预等手段也能完成任务，但明显主动性缺乏。还有 1 名留级学生对老

师的要求和形成性评价结果不在乎，说明形成性评价的效果除了方案设计合理，也与学生的学习态度

和学习动力有关[5] [6]。对于“教”方面，教师可以针对学生在平时作业、思维导图完成情况及问题进

行及时、个性化反馈，尽可能使每一位同学跟上学习进度，加强自主学习能力。这些成果与罗冬平[7]、
邓英[8]等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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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无纸化考试环节是课程进行到一半时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情况的检验：学生可以通过期中考

试对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习能力及对知识的掌握会有较全面的认识，有助于调整学习策略；教师通过期

中考试检验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弥补纠正。ppt 汇报演讲是比较灵活、体现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

环节。课程进行到医学科研设计内容前 2 周，将学生分成 10 组，每组有 1 名组长，负责小组成员分工，

确保每位学生参与其中。小组成员分别完成查阅文献、将文献制作成 PPT、PPT 汇报、回答现场学生质

疑等任务。结果发现，同学们对于这种形式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在 ppt 汇报完毕后，绝大多数同学都会

提出问题，而回答问题的同学准备也很充分，讨论很热烈，原定一次课 2 学时完成的内容变成了两次课

4 个学时完成。虽然这种形式对提高学习成绩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学生发散思维的训练、理论联系实

际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有望成为学习中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新模式[9] [10]。 
本次研究发现，从期末考试成绩来和及格率来看，实施了形成性评价的班级优于未实施形成性评价

班级，这也与以往研究成果一致[11] [12]。 
综上所述，不同形式的形成性评价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方面作用不同，综合运用各

种评价方式可能是形成性评价的优势所在。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是在小班教学中的初次尝试，研究对象较少，且由于本校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每年仅招收一个班，无法做到同专业、同年级、以传统教学为主的对照研究，因此需

要在其他专业、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中进一步探索、验证及完善该模式；其次，本研究还可通过问卷

方式调查学生对该形成性评价方案的满意度和接受度，更加客观评价此方案的可行性；最后，为了适应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方式，教师职业发展能力的培训和提高至关重要[13]。实践表明:形成性评

价在提升学生成绩和能力等方面作用显著，而教师转变观念是成功的关键[14]。形成性评价的落实需要教

师从教学的各个基础环节做起，要使形成性评价成为专业教学计划、课程大纲、教学研究等人才培养方

案的基本要素，需要统筹设计、实施和反思，这些更需要系统地提升教师的职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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