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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课成绩测试问题初探
——以汉语综合课为例

侯　　　红　玉

语言测试包括学能测试、成绩测试、诊断测试和水平测试。期中和期末

考试具有诊断意义，可以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还可以通过关注学生在

测试中出现的问题，调整教学方法。不过，为了和平时小测试那种诊断性测

试区分开，一般把期中和期末测试归于成绩测试（即阶段性测试），旨在检查

学生是否掌握了阶段性的学习内容，进而给学生评出分数等级，同时也将测

试作为学生集中学习、积累知识的一次时机。

成绩测试作为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哪些问题

呢？测试方式又有哪些呢？笔者汇总了从事留学生汉语教学的几十位教师的

近百份期中和期末试卷，并进行了统计，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1.　成绩测试的原则

为了体现成绩测试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一般试题抽取范围比较广泛，而

且有代表性。试题既覆盖大纲要求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重点、难点，也

设计一些应用型试题，对学生的实际汉语能力进行考查，同时控制好试题的

难度，使学生成绩拉开差距，有明显的区分度。另外，在测试中一般会把单

项测试和综合测试结合起来。单项测试主要考查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

单向知识，而综合测试包括完型填空、作文等，可以考查学生的综合的语言

应用能力。中高级阶段的测试还包括对语篇能力（比如，段落的连贯性、修

辞手段的使用等）、语感及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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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绩测试中存在的问题

成绩测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试题区分度低、指导语不统一、分类不细

致、缺乏交际性等，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2.1　试题区分度低

试题区分度低的一个明显表现是考试成绩没有正态分布。比如，题目偏

难，成绩基本都在80分以下；或者题目偏容易，基本都在90分以上，好、中、

差学生分数差距不大。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试题难度不当或者评分标准有

问题。

2.2　试题指导语不统一

例如，把下列词语连成完整的句子：开  玩笑  了  一  他  个  跟  我

对于上面这道题，有的试卷指导语是“连词成句”，有的是“把下列词语

连成一句话”，有的是“组句”等。指导语不统一可能给学生带来一些困惑，

有时还会给教师成绩评定带来麻烦，比如：“选合适的词语填空：（1）顺利

（2）埋怨（3）轻视（4）冷漠（5）顺便……”，对于上面这道题，有的指导

语要求每个词只能使用一次，而有的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有的词语学生

使用了两次，而有的词没用。在完型填空中，有的指导语只写“完型填空”

四个字，没有具体的词语数目或者字数要求，结果有的学生填了一个字，有

的填了两个字、还有的填了一个词组，所以指导语应尽量提出明确的要求或

提供答题范例。

2.3　试题分类不细致

比如，下面的一道词语搭配题：

昂贵的              满意的              过分              批评              开展              

上面这道题包括填写名词中心语、动词中心语和宾语，但是因为题目没

有详细分类，显得比较混杂，发散性强，增加了试题的难度。

2.4　试题缺乏交际性

试题缺乏交际性指的是试卷上只有知识点方面的试题，学生只要死记硬

背即可以应试，缺少应用能力方面的试题（比如，作文、完成会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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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绩测试中存在的问题

成绩测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试题区分度低、指导语不统一、分类不细

致、缺乏交际性等，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2.1　试题区分度低

试题区分度低的一个明显表现是考试成绩没有正态分布。比如，题目偏

难，成绩基本都在80分以下；或者题目偏容易，基本都在90分以上，好、中、

差学生分数差距不大。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试题难度不当或者评分标准有

问题。

2.2　试题指导语不统一

例如，把下列词语连成完整的句子 ：开  玩笑  了  一  他  个  跟  我

对于上面这道题，有的试卷指导语是“连词成句”，有的是“把下列词语

连成一句话”，有的是“组句”等。指导语不统一可能给学生带来一些困惑，

有时还会给教师成绩评定带来麻烦，比如：“选合适的词语填空：（1）顺利

（2）埋怨（3）轻视（4）冷漠（5）顺便……”，对于上面这道题，有的指导

语要求每个词只能使用一次，而有的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有的词语学生

使用了两次，而有的词没用。在完型填空中，有的指导语只写“完型填空”

四个字，没有具体的词语数目或者字数要求，结果有的学生填了一个字，有

的填了两个字、还有的填了一个词组，所以指导语应尽量提出明确的要求或

提供答题范例。

2.3　试题分类不细致

比如，下面的一道词语搭配题 ：

昂贵的              满意的              过分              批评              开展              

上面这道题包括填写名词中心语、动词中心语和宾语，但是因为题目没

有详细分类，显得比较混杂，发散性强，增加了试题的难度。

2.4　试题缺乏交际性

试题缺乏交际性指的是试卷上只有知识点方面的试题，学生只要死记硬

背即可以应试，缺少应用能力方面的试题（比如，作文、完成会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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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绩测试的规范化

3.1　试卷抬头格式的规范化

试卷抬头名称统一，相关信息完整，有利于建立题库和进行试卷分析。

试卷抬头标准化格式举例：

2011级本科留学生第五学期汉语课期末考试试卷（A卷）
（2013年7月）

                                                 
姓名           班级           成绩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分

题型 写拼音
写汉字

选词
填空

词语
搭配

连词
成句

完成
会话

改错 完型
填空

作文

分值 15 15 10 10 10 10 10 20 100

得分

　　试卷结尾注明考试依据的教材、第几册、从第几课到第几课，比如：《博雅汉

语》（冲刺篇Ⅱ）第6课～第10课。

3.2　试题指示语的规范化

试题的指导语可以使用教材课后练习中的语言，因为学生已经习惯了，

不会在答题时产生困惑。如果是新的题型，应对试题进行举例说明，即提供

答题的范例，以免造成学生对题目不理解而不能正确答题。另外，指导语中

应标出每道大题中每小题的分值及该题总分，作文要提供标有字数的稿纸，

以方便学生计算分值和作文字数。

3.3　把握好试题难度，提高试题区分度

一般来说，中等难度的试题（即难度指数在0.30—0.70）具有较好的区分

度。也有专家认为，理想的难度是0.5左右（即50%的人可以答对）。在一份

试卷中，中等难度的试题一般应占70%，比较难的和比较容易的题各占15%，

这样测试出来的成绩会呈现正态分布，学生的成绩会拉开差距。

3.4　尽量减少试题造成的投机因素

测试中的投机因素是指学生不是凭水平而是凭猜测答题。为了减少试题

造成的投机因素，首先指导语要有明确的要求，比如，在“填写量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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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指导语提示“不能用‘个’”，而有的则没有提示，所以有的学生把不会

写的都写上了“个”，给评分带来了不便。 其次，成绩测试中的考试范围要

广泛，这样才能全面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测试

的可信度。

3.5　应尽量提供测试的语境

相对于平时测验而言，期中和期末测试范围比较广，为了能减少学生在

考试中的焦虑情绪，降低考试难度，应尽量提供测试的语境。比如，根据拼

音写汉字这类题，可以让学生直接根据拼音写出汉字，也可以把生词放在句

子中完成测试任务：

（1）lúnkuò（           ） （2）那座建筑在月光下只能看见 lúnkuò（           ）。

显然，（2）比（1）更能引导学生正确答题。

3.6　通过试题的调整，保证同一个班级内测试的公平性

在“自我介绍”和“朗读”这两类测试中，由于外向学生比较乐于表达，

“自我介绍”成绩可能比较好，而“朗读”测试外向学生不一定有优势，为

了保证测试的公平性，可以科学地设计试题，保证同一个班级内测试的公平

性。

3.7　合理确定分值

分值能否合理分配关系到成绩测试的可信度，据蔡云凌（2010）统计，

汉语综合课试卷中，“根据拼音写出汉字”类试题的总分不同试卷分值从5分

到30分不等，题目数量从5个到20个不等。“阅读理解”类的总分不同试卷

分值从5分到20分不等。此外，还存在分值不尽合理的地方，同样是完成句

子，不同试卷确定的分值有1分、1.5分、2分、3分、5分等不同级别。题目

的分值应与难易度成正比。不同种类的题型难度不同，比如，提供了选项的

选择题，难度上比较低，而让学生自己填写答案的填空题难度要高，相应地，

后者分值也应高于前者。同样生词听写难度要低于完成句子或者造句，前者

分值自然要比后者低。

3.8　题型尽量丰富，包含比较大的信息量

成绩测试的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而综合能力的考查依赖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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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指导语提示“不能用‘个’”，而有的则没有提示，所以有的学生把不会

写的都写上了“个”，给评分带来了不便。 其次，成绩测试中的考试范围要

广泛，这样才能全面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测试

的可信度。

3.5　应尽量提供测试的语境

相对于平时测验而言，期中和期末测试范围比较广，为了能减少学生在

考试中的焦虑情绪，降低考试难度，应尽量提供测试的语境。比如，根据拼

音写汉字这类题，可以让学生直接根据拼音写出汉字，也可以把生词放在句

子中完成测试任务 ：

（1）lúnkuò（           ） （2）那座建筑在月光下只能看见 lúnkuò（           ）。

显然，（2）比（1）更能引导学生正确答题。

3.6　通过试题的调整，保证同一个班级内测试的公平性

在“自我介绍”和“朗读”这两类测试中，由于外向学生比较乐于表达，

“自我介绍”成绩可能比较好，而“朗读”测试外向学生不一定有优势，为

了保证测试的公平性，可以科学地设计试题，保证同一个班级内测试的公平

性。

3.7　合理确定分值

分值能否合理分配关系到成绩测试的可信度，据蔡云凌（2010）统计，

汉语综合课试卷中，“根据拼音写出汉字”类试题的总分不同试卷分值从5分

到30分不等，题目数量从5个到20个不等。“阅读理解”类的总分不同试卷

分值从5分到20分不等。此外，还存在分值不尽合理的地方，同样是完成句

子，不同试卷确定的分值有1分、1.5分、2分、3分、5分等不同级别。题目

的分值应与难易度成正比。不同种类的题型难度不同，比如，提供了选项的

选择题，难度上比较低，而让学生自己填写答案的填空题难度要高，相应地，

后者分值也应高于前者。同样生词听写难度要低于完成句子或者造句，前者

分值自然要比后者低。

3.8　题型尽量丰富，包含比较大的信息量

成绩测试的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而综合能力的考查依赖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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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题型。一般，本科1～2年级的成绩测试除了作文以外，出十道大题左右

比较合适。

3.9　要详细列出评分标准

测试题要详细列出评分标准，尤其是作文。这样便于学生正确答题和了

解得分的依据，也便于教师评定成绩。

3.10　平行班要统一标准

一般来说，期中考试往往只测上半学期学习的内容，期末考试只测下半

学期的内容，期中、期末考试测试的大概都是七、八周内学习的内容，一般

考试前只告诉学生考试范围、题型，不需要细划出重点。为了公正，平行班

要统一标准。有的教师把以往考试的样题发到学生邮箱，学生可以预测自己

大概的成绩，熟悉考试题型，这样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

此外，试题顺序的安排一般是由易到难，造句类、作文类试题由于难度

大，排在后面。试题的题量要合适，一场1.5 小时的考试，中等水平的学生

答题时间应为1小时左右。在期末考试前，应把学生平时成绩（比：占30%）

和期中（比如：占30%）汇总以后告知学生，让学生心里有数，有利于从容

应对期末考试。

4.　成绩测试的信息反馈

4.1　及时发放试卷

一般在考试后，学生希望尽快知道自己的成绩，因此，期中试卷应及时

发还学生，因为考试后学生对试题及成绩的关注度比较高，易于及时修改考

试中的问题。

4.2　注意公布成绩的方式

出于自尊，很多学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成绩，所以不希望教师当众

公布成绩。同时学生想知道自己本次考试在全班中的位置，所以教师不妨公

布成绩的梯度，即公布每个分数段学生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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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分数 90-100 80-90 70-80 60-70 60以下

人数 5 5 3 2 1

另外，如果能公布考试成绩的平均分的话，学生也可以借此知道自己在

全班中的学习情况。为了鼓励学生，可以公布90分以上和进步最大的学生的

名字，这也是激励学生学习的一种方式。

4.3　做好讲评和错误修改

期中考试以后教师对全班具有共性的错误及时进行讲评，至于每个学生

出现的不同的错误，因为很难面面俱到，所以不妨引导学生分析自己知识和

学习方法上的不足，有效地解决问题。教师自己也可以通过对学生的测试发

现教学中、试卷设计中的不足，并及时改进。一般来说，试卷中的共性错误反

映了教师教学中的问题 , 2而个别学生的错误则说明了学生本人学习的问题， 

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测试后的信息反馈得到改进。比如 ：有的教师

在讲评后布置作业，让学生把自己试卷中的错误改正过来并以正确的形式再

写一遍，这样就给学生一个反思的机会，避免知道分数就草草了事，造成错

误不断重复出现。期末测试中的问题如果新学期教师还继续上同一个班的课

的话，也可以把测试中的问题反馈给学生。

5.　汉语综合课测试题型汇总

汉语综合课在初级阶段承担着听、说、读、写这四大技能的训练任务，

语音、语法、词汇这几个语言要素是测试的重点内容，在中级阶段则侧重对

语篇能力的考查，高级阶段重点测试语言应用能力。笔者统计了一下，汉语

综合课常见测试题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5.1　看拼音写汉字

（1）生词式：yóujú             （2）短语式：cānguān xuéxiào             

（3）句子式：Qǐng bǎ yǐzi  bān guòlai.                                   

下面的试题比较有新意3 ：

（4）妹妹说要去买一些____票，还要买一瓶酱____。(y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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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分数 90-100 80-90 70-80 60-70 60以下

人数 5 5 3 2 1

另外，如果能公布考试成绩的平均分的话，学生也可以借此知道自己在

全班中的学习情况。为了鼓励学生，可以公布90分以上和进步最大的学生的

名字，这也是激励学生学习的一种方式。

4.3　做好讲评和错误修改

期中考试以后教师对全班具有共性的错误及时进行讲评，至于每个学生

出现的不同的错误，因为很难面面俱到，所以不妨引导学生分析自己知识和

学习方法上的不足，有效地解决问题。教师自己也可以通过对学生的测试发

现教学中、试卷设计中的不足，并及时改进。一般来说，试卷中的共性错误反

映了教师教学中的问题 , 2而个别学生的错误则说明了学生本人学习的问题， 

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测试后的信息反馈得到改进。比如 ：有的教师

在讲评后布置作业，让学生把自己试卷中的错误改正过来并以正确的形式再

写一遍，这样就给学生一个反思的机会，避免知道分数就草草了事，造成错

误不断重复出现。期末测试中的问题如果新学期教师还继续上同一个班的课

的话，也可以把测试中的问题反馈给学生。

5.　汉语综合课测试题型汇总

汉语综合课在初级阶段承担着听、说、读、写这四大技能的训练任务，

语音、语法、词汇这几个语言要素是测试的重点内容，在中级阶段则侧重对

语篇能力的考查，高级阶段重点测试语言应用能力。笔者统计了一下，汉语

综合课常见测试题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5.1　看拼音写汉字

（1）生词式 ：yóujú             （2）短语式：cānguān xuéxiào             

（3）句子式 ：Qǐng bǎ yǐzi  bān guòlai.                                   

下面的试题比较有新意3 ：

（4）妹妹说要去买一些____票，还要买一瓶酱____。(y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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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____上的行李____给我。(dì)

5.2　选字填空 

样题：我有一____狗，他的名字____阿黄，他喜欢____去跑。（叫、出、

只）

5.3 　 选词填空（可选的词语数目可以多于句子的数目，从而形成对选

择的干扰）

样题：选词填空：①而且   ②勉强   ③热烈   ④坚持   ⑤由   

（1）这个访问团（         ）他担任团长。

（2）他不愿意参加这个俱乐部，我们劝了半天，他才（         ）同意了。

（3）～（5）略

5.4　选择题

（1） 两选一类

样题：留学还是不留学我（         ）一下再说吧。（A打算   B考虑）

两选一类试题平时测验可以使用，但是期中和期末这类重要的测试不宜

太多，以免造成凭猜测答题的投机行为，最好是以多项选择题（在ABCD四

个选项选择一个正确的）来代替两选一类试题。

（2） 多项选择类

样题：我说什么你都当成（         ），以后准有你吃亏的时候。

A. 追时髦  B. 听不进去  C. 耳旁风  D. 闲不住

多项选择题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题型，其优点是评分客观，阅卷速度快，

有利于试题的标准化，但是也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多项选择题只考辨认

而忽略语言的生成，而能辨认句子的正误不等于能说出或者写出正确的句

子，不能反映学生实际的语言输出能力。二是找到四个合适的选项对教师来

说是有难度的，设计不好的话，会出现一些模棱两可的选项。多项选择题和

填空题、问答题等测试方式相比，填空题和问答题效度高于多项选择题。也

就是说，如果测试中的多项选择题比例较大，学生的测试成绩将不能有效地

反映其实际语言能力。在大规模考试中（如：HSK），可以通过设计大量多项

选择题以减少阅卷所需要的人力，快速进行机器阅卷，而小规模的班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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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多项选择题的话，一般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题干要简练明确，减少学生阅读题干的时间，而且要少用否定式或

者双重否定式提问，如：“请问，下面哪件事今天没发生？”可以用“请问，

下面哪件事今天发生了？”来代替，以免造成学生因为粗心而误答。

二是为了规范化，多个选项的长度尽量应该一致。例如 ： 

请问：张华不高兴的原因是：

A. 得知自己的发明没有获得认可    B. 没有获奖

C. 受到了嘲笑                                    D. 家被盗了

为了规范化，可以将A项改为“发明未被认可”，这样每个选项的字数就

大体一致了。

三是不要在题目中给予提示，如：

请问，设计这所房子的是：

A 设计师  B 水暖工  C 建筑工人  D 装修工

由于题干和选项含有共同的词“设计”，有的学生会倾向于选“A”，所以

题干中的关键词不应在选项中重复出现。另外，选项中尽量不使用“从不”、

“总是”、“所有”等表示范围太广的词语，有经验的学生都知道这样的选项一

般不是正确答案。

四是题干相对于各个选项来说，应具有概括性。例如 ：

请问，前门是                                                         。

A. 北京的一条商业街     B. 重庆的一条商业街

C. 上海的一条商业街     D. 天津的一条商业街

上面的题应改为：前门是哪个城市的一条商业街？

A.北京 B.重庆 C.上海 D.天津

五是每道题最好只有一个考点，以免使学生产生困惑。

六是答案应均匀分布，不要让学生找到规律。比如，不要把答案都集中

到A选项上。

七是为了保证效度，应尽量设计四个选项，以减少猜测的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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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多项选择题的话，一般要注意以下几点 ：

一是题干要简练明确，减少学生阅读题干的时间，而且要少用否定式或

者双重否定式提问，如 ：“请问，下面哪件事今天没发生？”可以用“请问，

下面哪件事今天发生了？”来代替，以免造成学生因为粗心而误答。

二是为了规范化，多个选项的长度尽量应该一致。例如 ： 

请问 ：张华不高兴的原因是 ：

A. 得知自己的发明没有获得认可    B. 没有获奖

C. 受到了嘲笑                                    D. 家被盗了

为了规范化，可以将A项改为“发明未被认可”，这样每个选项的字数就

大体一致了。

三是不要在题目中给予提示，如 ：

请问，设计这所房子的是 ：

A 设计师  B 水暖工  C 建筑工人  D 装修工

由于题干和选项含有共同的词“设计”，有的学生会倾向于选“A”，所以

题干中的关键词不应在选项中重复出现。另外，选项中尽量不使用“从不”、

“总是”、“所有”等表示范围太广的词语，有经验的学生都知道这样的选项一

般不是正确答案。

四是题干相对于各个选项来说，应具有概括性。例如 ：

请问，前门是                                                         。

A. 北京的一条商业街     B. 重庆的一条商业街

C. 上海的一条商业街     D. 天津的一条商业街

上面的题应改为 ：前门是哪个城市的一条商业街？

A.北京 B.重庆 C.上海 D.天津

五是每道题最好只有一个考点，以免使学生产生困惑。

六是答案应均匀分布，不要让学生找到规律。比如，不要把答案都集中

到A选项上。

七是为了保证效度，应尽量设计四个选项，以减少猜测的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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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量词填空

样题：在空格内填入适当的量词，不能用“个”

一        雨伞    一        楼

5.6　词语搭配

样题：填名词：打扫                填动词 ：          足球  

　　　填形容词：          的鲜花      填补语 ：兴奋得                                

5.7　词语填空

样题：成语填空：温文尔（      ）   填近义词 ：支持（      ）

　　　填反义词（不能使用“不”）：喜欢（      ）

5.8　解释句中加点部分的意思

样题：这件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

5.9　根据下面句子的意思写出相应的成语

样题：事情不因刮风或者下雨而受阻，照常进行。（成语 ：          ）

5.10　写出部首相同的汉字（适用于初级阶段）

样题：打——扌（        ）       边——辶（              ）

5.11　组词

（1）用所给的语素分别组成一个动词，每空只写一个字

样题 ：          论      表        

（2）用所给的多音字组词，每空只写一个字

样题：干（gān）           干（gàn）         

（3）写出派生词

样题：请参考下面句子中“化”的用法，写出两个不同的派生词

　　　王府井是北京有名的商业化的购物中心。

　　　派生词：            化                  化 

5.12　连线题

样题：

 马大哈 太过分了，让人难以忍受，不能再继续看

 看不下去 技术或者水平不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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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把刀 粗心大意的人

 砸锅卖铁 重视、认真对待

 当回事儿 比喻把自己所有的钱或东西都拿出来

5.13　对句中画线部分进行提问（适用于初级阶段）

样题：我们是在街上看见他的。

提问：                                                   ？

5.14　造句

 样题 ：只有……才……：                                                        。

5.15　改写句子

样题：在牛街能买到清真食品，作为穆斯林，我每周都去那儿，考试前

很忙的话，也去。

（用“即使……也……”改写）                                                  。

5.16　为指定词语选择适当的位置

 样题 ：A你们班B同学C是D从日本来的吗？（都）

 这类题适合考查虚词和某些特殊用法的表达。

5.17 　 句式转换（包括肯定句、否定句和疑问句之间的相互转换及“把

字句”和“被动句”之间的转换等）

样题：我把面包吃了。（请改成被动句）→

 这类题应该慎重使用，因为“把字句”和“被动句”在意义上是不同的，

如果不给予意义上的提示，机械地进行替换，学生会觉得两个句子意思一样。

5.18　改错题

改错题对学生来说比较难，因为母语不同，学习中出现的负迁移现象也

不同，比如：有一道改错题是 ：“我的发烧终于好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

容易受英语“my fever”的影响，出现“我的发烧”这样的偏误，而其他国

家的学生不一定会出现类似问题，同一道题对不同国籍的学生来说，难度不

同，所以这道题作为国际班的试题就不合适。此外，在教学和测试中，教师

应尽可能不断重复正确的句子，而不要为了练习而重复学生的偏误，从不强

化偏误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改错题不应占太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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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把刀 粗心大意的人

 砸锅卖铁 重视、认真对待

 当回事儿 比喻把自己所有的钱或东西都拿出来

5.13　对句中画线部分进行提问（适用于初级阶段）

样题 ：我们是在街上看见他的。

提问 ：                                                   ？

5.14　造句

 样题：只有……才…… ：                                                        。

5.15　改写句子

样题 ：在牛街能买到清真食品，作为穆斯林，我每周都去那儿，考试前

很忙的话，也去。

（用“即使……也……”改写）                                                  。

5.16　为指定词语选择适当的位置

 样题：A你们班B同学C是D从日本来的吗？（都）

 这类题适合考查虚词和某些特殊用法的表达。

5.17 　 句式转换（包括肯定句、否定句和疑问句之间的相互转换及“把

字句”和“被动句”之间的转换等）

样题 ：我把面包吃了。（请改成被动句）→

 这类题应该慎重使用，因为“把字句”和“被动句”在意义上是不同的，

如果不给予意义上的提示，机械地进行替换，学生会觉得两个句子意思一样。

5.18　改错题

改错题对学生来说比较难，因为母语不同，学习中出现的负迁移现象也

不同，比如 ：有一道改错题是 ：“我的发烧终于好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

容易受英语“my fever”的影响，出现“我的发烧”这样的偏误，而其他国

家的学生不一定会出现类似问题，同一道题对不同国籍的学生来说，难度不

同，所以这道题作为国际班的试题就不合适。此外，在教学和测试中，教师

应尽可能不断重复正确的句子，而不要为了练习而重复学生的偏误，从不强

化偏误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改错题不应占太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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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错题的样题：不知怎么了，他最近常常发脾气我。

为了降低难度，还可以把错误的地方划出来。例如 ：不知怎么了，他最

近常常发脾气我。

5.19连词成句

样题：  

（1）我   食堂   去   吃饭（5个词）

（2）脸谱   的   京剧   通过   可以   体现   性格   人物（8个词）

这类题要注意控制句子的长度（即词语数量），试题顺序可以逐步从短句

扩展到长句。

5.20给句子排序

A所以我们说电视广告对儿童的影响很大。

B 据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城市儿童中，约有80%的孩子喜欢看电视广

告。

C 心理学家认为人物形象对儿童形成男人、女人的角色意识会起到重要

作用。

D特别是广告中的男女人物往往会给儿童留下深刻的印象。

句子的排列顺序为：                                                                

5.21用所给的词语完成句子或者会话

样题：

（1）完成句子：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报答）。

（2） A:                                                             ？（印象）

 B: 我根本没去过那儿。

5.22完型填空

完型填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选择式的，即提供多个选项，让学生选择

合适的填写；另一种是自由填写式的，即不提供选项，让学生自己填写。当

然，后一种难度大一些。完型填空的考点应该是学生熟悉的，为了方便学生

阅读和推理，考点应尽量等距离出现，而不要过于集中。

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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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式的完型填空

一些医学专家认为，人们在生活中有一种（Ⅰ）的疾病——“时间病”。

“时间病”是指人为时间所迫而感到（Ⅱ）紧张，甚至因此而（Ⅲ）旧病复

发，如冠心病、中风等。

（Ⅰ）A、常规    B、常见    C、日常    D、常常

（Ⅱ）A、健康    B、高兴    C、烦躁    D、麻烦

（Ⅲ）A、发现    B、引申    C、发起    D、引起   

（2）自由填写式的完型填空

美国人重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      ）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

如：余华的《兄弟》、姜戎的《狼的图腾》、莫言的《生死疲劳》等 ；而德国

人（      ）不重视中国当代文学，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平庸、没有价值。德国人

喜欢（      ）是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

5.23作文

作文属于综合性测试，能集中体现学生语法、词汇的实际运用情况和成

段表达能力，初中高级阶段都可作为测试题。

（1）作文题型

作文测试题在初级阶段可以采用看图写故事、写信、回电子邮件、写留

言条等形式。

样题：看图说话

在中高级阶段，为了体现阶段性考试的特点，一般选择课文中出现过的

话题或者是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话题，以免学生看到题目不知从何谈起。也

可以列出一些词语让学生选择部分或者全部写出一篇文章。

命题作文举例1：介绍一处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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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式的完型填空

一些医学专家认为，人们在生活中有一种（Ⅰ）的疾病——“时间病”。

“时间病”是指人为时间所迫而感到（Ⅱ）紧张，甚至因此而（Ⅲ）旧病复

发，如冠心病、中风等。

（Ⅰ）A、常规    B、常见    C、日常    D、常常

（Ⅱ）A、健康    B、高兴    C、烦躁    D、麻烦

（Ⅲ）A、发现    B、引申    C、发起    D、引起   

（2）自由填写式的完型填空

美国人重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      ）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

如：余华的《兄弟》、姜戎的《狼的图腾》、莫言的《生死疲劳》等；而德国

人（      ）不重视中国当代文学，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平庸、没有价值。德国人

喜欢（      ）是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

5.23作文

作文属于综合性测试，能集中体现学生语法、词汇的实际运用情况和成

段表达能力，初中高级阶段都可作为测试题。

（1）作文题型

作文测试题在初级阶段可以采用看图写故事、写信、回电子邮件、写留

言条等形式。

样题 ：看图说话

在中高级阶段，为了体现阶段性考试的特点，一般选择课文中出现过的

话题或者是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话题，以免学生看到题目不知从何谈起。也

可以列出一些词语让学生选择部分或者全部写出一篇文章。

命题作文举例1：介绍一处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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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作文举例2：阅读下面的短文，然后按照要求写作文

爸爸是个足球迷

我爸爸是个足球迷。

大家也许还没忘记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对

阿联酋队的那场比赛。那天，大家都睁大眼睛注视着电视屏幕。上半场0：0

结束，下半场在离比赛结束还有16分钟的时候，中国队进了一球，“1：0”！

全场沸腾了。

……

你瞧，我爸爸够不够迷的？

题目： 请补充文中“……”处省略的内容，通过想象，写出“爸爸”当时的

神态和动作。

要求 ：

　A  格式规范；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用词准确；语言通顺；内容丰富、

生动。

　B 字数在100字左右，插在省略号处，注意上下文的连贯性。

（2）作文测试要注意的问题：

　A 在字数上应体现年级梯度，比如：一年级 200字左右、二年级300-

500字、三年级500-1000字、四年级1000-2000字。

　B 列出详细的评分标准，使学生有所依据，也有利于教师客观评定成

绩。

参考标准如下：

内容充实；中心突出；语言流畅；用词丰富，能正确使用比较复杂的句

式和一定的修辞手段，增加语言的表达力；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要连贯 ；不

应少于500字；格式正确；能正确书写汉字和使用标点符号。内容丰富10分，

语法表达10分 ,连贯性3分，汉字书写2分，共计25分。

上述参考标准在初中高不同阶段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水平做出相应的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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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阅读下面的短文，然后回答问题

阅读理解测试要注意以下几点：

（1）课内和课外材料相结合。比如：课文部分占60%，课外占40%。如

果都出书上的题目，则体现不出学生实际的阅读水平，分数也难以拉开差距。

（2）可以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选择知识性、时效性、趣味性强的文章

作为阅读材料，在篇幅、生词量、语言方面进行适当修改后采用。

课外阅读试题材料可以参考：HSK样题、《国际金融报》、《环球时报》、

《新发现》、《中国中学生报》、《中国经济周刊》、《读者文摘》、《人民文摘》、

《市场报》、《人民画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及百度网、中国民族文化网、中

国寓言网、中国百科网、中学生作文网、人民网、一品故事网等。

一段四五百字的语言材料，由于信息容量小，可能只能设计出一两个题

目，而一段二百字的语言材料，由于信息容量比较大，却可以设计出四五道

试题，所以选取信息量大的语言材料比较好。

常见的阅读理解题型有：判断正误、多项选择和问答题等。其中，“判断

正误”猜测的可能性比校大，信度较低，不宜占较大比例。此外，其他题型

还有：填同义词、填近义词、填表格、连线、综合填空、分析段落大意等。

测试点包括阅读材料的细节、关键词语的理解、句子和段落的大意及文章的

中心思想等。

阅读材料的文体一般要比较丰富，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尽量都涵

盖到。同时还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尽量选择丰富的题材，比如，环境、

家庭、情感、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历史、生物等。

（3）把握好文章的长度和测试题数量的关系，并注意控制阅读材料中生

词的数量。

结语

本文以汉语综合课为例介绍了成绩测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测试

如何规范化，并介绍了常见的一些测试题型。其他课型，比如，听力、口语、

阅读、写作、听说、视听说等课程的成绩测试各有特点，希望以后能进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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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阅读下面的短文，然后回答问题

阅读理解测试要注意以下几点 ：

（1）课内和课外材料相结合。比如：课文部分占60%，课外占40%。如

果都出书上的题目，则体现不出学生实际的阅读水平，分数也难以拉开差距。

（2）可以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选择知识性、时效性、趣味性强的文章

作为阅读材料，在篇幅、生词量、语言方面进行适当修改后采用。

课外阅读试题材料可以参考：HSK样题、《国际金融报》、《环球时报》、

《新发现》、《中国中学生报》、《中国经济周刊》、《读者文摘》、《人民文摘》、

《市场报》、《人民画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及百度网、中国民族文化网、中

国寓言网、中国百科网、中学生作文网、人民网、一品故事网等。

一段四五百字的语言材料，由于信息容量小，可能只能设计出一两个题

目，而一段二百字的语言材料，由于信息容量比较大，却可以设计出四五道

试题，所以选取信息量大的语言材料比较好。

常见的阅读理解题型有：判断正误、多项选择和问答题等。其中，“判断

正误”猜测的可能性比校大，信度较低，不宜占较大比例。此外，其他题型

还有：填同义词、填近义词、填表格、连线、综合填空、分析段落大意等。

测试点包括阅读材料的细节、关键词语的理解、句子和段落的大意及文章的

中心思想等。

阅读材料的文体一般要比较丰富，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尽量都涵

盖到。同时还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尽量选择丰富的题材，比如，环境、

家庭、情感、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历史、生物等。

（3）把握好文章的长度和测试题数量的关系，并注意控制阅读材料中生

词的数量。

结语

本文以汉语综合课为例介绍了成绩测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测试

如何规范化，并介绍了常见的一些测试题型。其他课型，比如，听力、口语、

阅读、写作、听说、视听说等课程的成绩测试各有特点，希望以后能进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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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考察。仅就汉语综合课而言，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同，选择的题型也多

种多样。本文的阐述只基于个人的教学经历和有限的统计资料，分析的角度

不可避免会带有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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