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 路 心 语
？ Ｓ

’

他 ｉｆ教学参考
第４８卷 第 １ ０期

２０ １
９年 １

０月

例谈初中科学原创试题的

編Ｍ？１麵麵
徐宏 武

（ 浙 江 省 衢州 市教 育局 教研 室 浙江 衢 州 ３ ２ ４０００ ）

文 章编 号 ：
ｌ 〇 〇２

－

２ １８ Ｘ
（
２ ０ １９

）
１０ － ００４ ０

－

０ ４中 图分类号 ：
Ｇ ６ ３ ２

．
４文 献标识码 ：

Ａ

摘 要 ： 针对 当 前 中 小 学教师 原 创 试题能 力普遍较低 的 现状 ， 以提 高 教 师 的 命题 能 力 为 目 标 ， 依

照 原 创试题 编 制 的 一般过程 ， 即 围 绕试题的 测 量 目 标 、 刺 激情 境和设 问 应 答三 个要素 ，按照 各级

命题 指标进行素材分析 、
初 稿 编 制 、修 改 完善 ，最后 形 成 高质量试题 ，

以期对一线教师提供借鉴 。

关键词 ： 原 创 试题 ； 测 量 目 标 ； 刺 激情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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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借助题 目 对学生 的学 习状况进行评价 ，是
一

种

常用且较为准确高效 的评价方法 ， 而科学地编 制试

题则是评价科学与 否 的 重要 环 节 。 当前 中 小学教

师编制试题 的 现状是 态度 普遍 冷 淡 ， 能 力 广 泛 不

足 。 大致可将教 师群体按其选 择题 目 的方式划 分

为四 个群体 ：

一

是拿来 主义群体 ， 即 指对待外来信

息几乎不做分析 辨 别 ，全盘 照搬照抄 ，这 部 分教 师

的命题能力一般较弱 ；
二是选择试题群体 ， 即 能 够

依据学生实际和试题情况选择 自 己 认为 适合 的试

题供学生使用 ，这部分教师 对试题好坏具有
一

定 的

的研究 策略 ．通过积 累方法形成策略 ， 使 学生 的 思

维更加 细致 地生长 。

４
． 鼓励反思提升 留 白 设计 ，优化 思 维

高阶思维 能力 的培养不是
一蹴而就的 ． 要舍得

花时间让学生去尝试 ，在不断碰撞中 找到 问 题 的核

心 ， 累计解决 的方法 ， 创新思 维 的方式 。 在 问题解

决之后 ， 更应给与 学生 充 足的 反思 时 间 ， 让其将探

索经验 内化为学科素养 ， 实现 自 我 的提升 。 而整个

设计上也可故 意 留 白 ， 使学 生 的思维更加 开 放 ， 从

而获得更加丰富 的生成性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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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策略 。

一

、原创试题 的
一般命制 过程

“

原创试题
”

是 指命题者根 据学 习 内 容 和学 习

目 标 ， 运用 自 己 的 智 慧 和教 学 经验组织一 定 的 材

料 ， 自 主设计 的 用于 检测学 生对 所学知识 、 能力 和

方法掌握情况 的题 目 ， 是 中 考 、 高考等 大型升 学 考

试命题 的重要 途径或 方式 。 原 创试题 的 命制 一般

包括 以下六个环节 ： 确定测量 目 标 、 寻找剖 析素材 、

编写刺激情境 、设计核心问 题 、商定评分标 准 、打磨

定稿试题 。 具体命制 原创试题时 ， 可 以将这六个环

节分解到
“

测量 目标 、 刺激情境 、 设 问 应答
”

这 三个

试题要素之 中 ，并参照图 １ 中 的 一级命题指标 和二

级命题指标指示路径 进行修改完善 。

牮棼蜱长 姑每钟

牮难４
＇

逵硌 ｓｉ砵４电钟

科学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科学态度与 责任

教材

教学问题

生活问题

科学史

科学实验研究

科学论文

与学生的认知

与课标要求

与核心素本
与考试说明

科学 、 精炼 、 清

明确的指向性
合理的难度分布

恰当的 区分度大小

问题间正确的逻辑关 系

科学性
严谨性

专业术语使用的规范性

二 、原创试题的 具体实例

（
一

）素材 来源

素材来 自 刘剑锋 等撰写 的
“

对两个有关
‘

流体

压强与 流速关 系
’实 验 的探究

”
一

文 ［
１
］ 中 的 部分 内

容 。 具体是 ：

对 纸杯跳 兩
”

实 验 的探 究 。 纸杯 跳 ｌ
§Ｊ 实验的

方 法如 图 ２ 所 示 ， 将 两 纸 杯 叠在 一 起 ， 然 后在 杯 口

水平吹 气 ， 这时 内 杯会跳起 。 该 实验最早是 用 于 大

气 压强 实 验 ， 它 的 解释 是 有 气 流进 入 两 杯 间 的 空

隙 ， 于是 空 隙 间 的 气 体压 强 增 大 ， 把 内 杯给 顶 起 来

了 。 然 而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 该 实验 的 解释 变 成 了

用 流体压 强 与 流速 关 系 （ 伯努 利 原 理 ） 来 解释 ，认为

杯 口 的 空 气流速大 ， 而 两杯底 间 的 空 气 可认为 流速

为 ０
， 因 而 产 生 一 个压 强 差 ， 把 内 杯 给 顶 起来 了 。

那 么 到 底哪个 解释更合 理呢 ？ 将 外杯杯底剪 去 ， 重

新进行实 验 ， 结 果发现 ， 内 杯再也不 能跳起 来 。 由 于

剪去外杯底并没有影 响 内 杯杯 口 和杯底 下表面 的 空

气流速 ， 如果流体压 强 与 流速 关 系 解释正 确 的话 ， 实

验现象应 该不 变化 ，但 实验现 象却是 内 杯 不跳起 ， 因

此 用 流体压 强 与 流速关 系来解释是错误的 。

图 ２纸杯跳 雨

（二 ）素材分析

上述素材 来 自 于 实验类 的 教 学 论文 ， 情境 真

实 ，文章表述也较为简练 ，描述 的实验原理 、具体操

作等都基本 符合学生 的认知水平和生活实际 ， 是创

设试题情境 的 良 好素 材 。 上 述 内 容 涉 及
“

大气 压

强
” “

流体压强与流速 的关 系
”

等知识 点 ， 编写试题

时 ，既可 以将这些 知识本身作 为测量 目 标命题 ， 也

可以 将这些 知识作为载体 ， 以
“

科学观念 、科学思维

和科学探究
”

等科学 核心 素 养作 为测 量 目 标进 行

命题 。

（ 三 ）编 制试题

１
． 试题 初稿

教师在课堂 上做 了 一个非常有 趣 的纸 杯跳 高

小实验 （ 如图 ２ ） ：将 两个 纸杯叠 在一起 ，然 后在杯

口 水平吹气 ，这时内 杯会跳起来 。 全班 同学对 内杯

跳起 的 现象感到好奇 ，纸杯为什么会跳起来 呢 ？ 班

级各小组展 开 了 激烈 的讨论 ， 主要形 成 以 下 两 种

观点 ：

观点 １ 内杯跳起是 由 于 在杯子上 方有 气 流

经过 时 ， 气流进 人两杯 间 的 空 隙 ，空 隙 间 的 气 体压

强增 大 ，把 内杯给顶起来 了 。

观点 ２ 杯 口 的空 气流速大 ， 而两 杯底间 的 空

气流速可认 为 是 〇
， 因 而产 生一个压 强差 ， 把 内 杯

给顶起来 了 。

究竟哪种观点正 确 ，经 过大 家 的讨论 ，设计 了

以 下实验方案 ：

■
Ｅ －ｍａ ｉ ｌ 

：
ｐ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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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两个 同样 的 纸杯 ， 将两个纸杯叠 在
一

起 ，

并将外纸杯的 底部剪去 ，然后 拿起杯子对杯 口 水平

吹气 （如 图 ３ ） ，观察 内 杯是否跳起来 。

（ １ ）小明 同学按照上 面 的方案 进行实验 ， 观察

到 内 杯没有跳起来 ， 说 明 观点


（选 填
“

１

”

或
“

２
”

）是正确 的 。

（ ２ ）小柯进行实验时没 有将 纸杯拿起 ， 而是用

手将纸杯 固定在水平桌 面上 ，然后对着杯 口 水平吹

气 （如 图 ４ ） ， 却 观察 到 内 杯跳起来 的 现象 ， 请对该

现象做 出解释。

（ ３ ） 如 图 ５ 所示 的实验现象 中 ， 可 以 用 观点 ２

相同 原理解释 的是。

ＡＢＣＤ

图 ５

Ａ
． 沿着纸 条的 上表面用力吹气 ，纸条会上升

Ｂ
． 向着蜡烛火 焰 用 力 吹气 ， 能 使燃 着 的蜡烛

熄灭

Ｃ ． 用注射 器 向 烧瓶 内 充气 时 ， 原来 沸腾 的 水

停止沸 腾

Ｄ
． 对着漏 斗 嘴 使 劲 向 下 吹气 ， 乒乓球 在 漏 斗

里跳动 ， 而不会掉下来

（ ４ ）课上 另 一 位学生提 出 自 己 的想法 ： 如果将

内纸杯 的杯 口 剪 去 ， 使其略低 于外纸杯的杯 口 ，然

后对杯 口 水平吹气 （如 图 ６ 所示 ） 。 该方案 可行吗 ？



；并说明 理由


。

２
． 参考 答 案初 稿

（ １ ） １ （ ２ ）底部剪 去的外纸杯 固定在水平 桌面

上 ，气流进人两 杯 间 的 空 隙 ， 仍 然能使 空 隙 间 的气

体压强增 大 ，从而将 内杯顶起来 （ ３ ） ＡＤ（ ４ ） 可

行
；
按照该方案 吹气 时 ，气 流难 以 进人两杯 间 的 空

隙 ， 而杯 口 的空气流 速大 ， 两杯底 间 的 空气流速 可

认为是 〇
，如 果内杯跳起说 明 观点 ２ 成立 ， 如果 内杯

没有跳起 ，说明 观点 １ 成立 。

（ 四 ）修改 完善

从试题三要素 的 角度分析 ，本题 的 测量 目 标符

合课标要求 ；从设 问 应答 角 度看 ， 四 个小题难度分

布合理 ， （ １ ）题考查学生 的
“

从实验现象得 出实验结

论的 分析能力
”

；
（２ ） （ ３ ）题考查学生 的

“

运 用物理原

理解释实际 问题的能 力
”

以 ４ ）题考 查学生
“

将证据

与科学原理结合 ，得 出符合证据的 解 释
”

的能力 ，都

属 于课程标准 和考试说明 里关于学 生科学探究能

力 的 考查范 围 ，是对学 生高阶思维能力考核 的具体

体现 。

然而稍加深人思考就会发现 ， 试题初 稿题干描

述 、 问题设置 ， 以 及参 考答案确 定 ， 都存在 不少 问

题 。 笔 者认为对这 道试题可 以 围 绕三要素细 化 的
一级命题指 标 、二级命题指标进行修改 。

１
． 从

“

测 量 目 标
’’

要 素 入手 ， 沿
“

核 心 素 养—科

学探 究 核 心 能 力
”

指 标修 改

（ １ ）原题分析 。 本题 ４ 个小题分别考查 了学生

科学探究 的分 析能 力 、 解 释能 力 和证据思想 ，是
一

道考查 目标 明 确 的 实验探究试题 。 然 而笔 者在 看

到本题素材 的 开始 ， 就认为该素 材 中
“

将两 个纸杯

叠在一起 ，并将外纸杯的底部剪 去
”

是最有 价值 的

信息 ，是考查学生
“

创 新思 维能力
”

的 切入点 ； 针对
“

设计实验方案
”

是 当前学生科学 探究素养 的 短板 ，

笔者认为本题必须设置考查学 生创 新能 力 或设计

实验方案的 问题 。

（ ２ ）修改策略 。 为达成考查 创新思维 的测量 目

标 ，可将 （ ２ ）题修改为
“

请再设计一个可 以证 明 两位

同 学观点谁对谁错的实验方案 ， 要求写 出操作要点

和相关实验 现象 ，并 做 出 相 应 的 判断
”

。 该 问题能

考查学生 的 发散 思维和创新思维水平 ， 从而 提高该

小题 的 区分 度与 可信度 。

（ ３ ）参考答案 。 将 内 纸杯的杯 口 剪去 ， 使其略

低于外纸 杯 的 杯 口
， 然 后 对杯 口 水平 吹 气 （ 如 图

３ ） ， 由 于此时 气流 难 以 进入两杯间 的 空 隙 ， 而杯 口

的空气流速 大 ， 两杯底 间 的空气流速 可认 为是 ０ ，

■
Ｅ
－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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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如果 内杯跳起说明观点 ２ 成立 ； 如果 内杯没有

跳起 ，说明观点 １ 成立 。

２ ． 从
“

刺 激 情 境
”

要 素 入 手 ， 沿
“

文 字 表 达—科

学 、精 炼 、 清 晰
”

指标修 改

（ １ ）原题分析 。 题干语言 的组织 条理性 、 简练

性较差 ，赘述感较强 。 例如 ，题干
“

老 师在课堂上做

了
一个非 常 有趣 的纸杯跳高 的 小实 验 （ 如 图 ２ 所

示 ） 。 老师将两个纸杯叠 在
一起 ， 然后 在杯 口 水平

吹气 ，这 时内 杯会跳起来 。 全班 同学对内杯跳起 的

现象非常 的好奇 ，纸杯为什么会跳起来 呢 ？ 班级各

小组展开 了激烈 的讨论
”

的描述过于烦琐 、 累赘 ，特

别是增加 了描述学生情绪的语句 ， 违背 了命题语言

的简练准确原 则 ， 加 重 了 学生不必要 的 阅读负 担 。

又如
“

究竟哪种观点正确 ， 经过大家的讨论 ，设计了

以下实验方案
”

叙述也可 以 精简 。 再如 ，

“

（ ２ ） 小柯

进行实验时没有将纸杯拿起 ， 而是用手将纸杯固 定

在水平桌 面 上 ， 然后对着 杯 口 水平吹 气 （ 如 图 ４ ） ，

却观察到内 杯跳起来 的现象
”

的表述与题干部分实

验方案
“
… …然 后拿起杯子对杯 口 水平 吹气 （ 如 图

３ ） ，观察 内杯是否跳起来
”

不一致 ，给人
一

种不知所

措的 印象 ，徒增学生 的恐惧感 ， 不利 于学 生能力 的

正常发挥 ；还有试题涉及
“

观点
” “

观点 ２

”

， 同 时又

出现
“

小 明
” “

小柯
”

和
“

另
一

位同 学
”

等非 必要信息 ，

容易干扰学生思考 ， 降低题 目 的信度和效度 。 试题

其他各处文字表述方面 的 问题 ， 不再赘述 ，具 体修

改情况见下文修改后试题 。

（ ２ ） 修改策 略 。 针对 上 述分析对题干 进行修

改 ：科学课上 ，老师做了一个有趣实验 ，将两个纸杯

轻轻叠在
一起 ， 然 后在杯 口 水平吹 气 ， 这 时 内 杯会

“

跳
”

出来 （如图 ２ ）
。 内 杯为什么会

“

跳
”

出来呢 ？

小 明认为是吹气时有气流进人两杯间 的空 隙 ，

增大 了空 隙间 的气体压强 ， 于是 内 杯被顶 了 出 来 ；

小芳则认为 吹气 时 ， 内 杯 口 的空气流速增 大 ， 气压

减小 ，而两杯底 间 的空 气可 认为流速为 〇 ， 气压相

对杯 口较大 ， 因 而产生
一 个压强差 ，把 内 杯给顶 出

来 了 。

３
． 从

“

设 问 应 答
’’

要 素入 手 ， 可 沿 ３ 项 不 同 指 标

修 改

第一 ，依据
“

问题设置— 问题与题干或情境 的

关联度
”

指标修 改 。

（ １ ）原题分析 。 原题 （ １ ） （ ２ ）小题与题干实 验紧

密联系 ，但试题题干部分 内容过多 ， 削弱 了他们之

间 的 自 然联 系 ，影 响学生 阅读 。 （ ３ ） 题与本题题干

的联系是
“

都用相 同 的原理解 释原 因
”

，但与试题的

情境相去太远 ，关联 度不大 ， 所 以 笔 者建议最好删

除 （ ３ ）题 ， 以确保试题各小题之 间 的紧密联系 ，增 强

试题 的
一

致性和整体感 。

（ ２ ）修改后设问 。 （ １ ）为 了证明谁 的观点正确 ，

他们先将两个 同样 的纸杯轻轻地叠在
一起 ，并将外

纸杯 的 底部剪去 ， 然后 做了 以下实验 ：

①他们拿起叠在
一

起的杯子 ，然 后对着杯 口 水

平吹气 （如 图 １ ） ， 发现 内 杯没有跳起来 ， 这个现象

可以 证 明


的观点 是正确的 。

②他们将叠在一起的纸杯固 定在 水平桌 面上 ，

然后对着杯 口水平吹气 （如 图 ２ ） ， 发现 内 杯跳 了起

来 。 请对该现象做 出解释


。

第二 ， 依据
“

问 题设置— 明 确 的 指 向 性
”

指 标

修改 。

（ １ ）原题分析 。 针对设 问 （ ２ ） 中
“

请对该现象做

出解释
”

，有些考生会认为是要求对
“

内 杯跳起来
”

现象本 身做出解释 ， 因 而他 们 回答
“

内杯受到 向上

压力大 于杯子本身的 重力 ，在这个 向上 的压力差 的

作用下 ，内 杯向 上跳 了起来
”

。 另
一 些考生会认为

是要求对
“

内杯跳起来
”

这个现象发 生 的原 因 做 出

解释 ， 所以他们 回答
“

将叠在
一

起 的纸杯 固定在水

平桌面 上 ，然后 对着杯 口 水平吹气 ， 有气流进 人两

杯 间 的 空隙 ， 由 于外杯底部与水平桌 面接触 ， 进入

两杯之 间空 隙的气体不易逸 出 ，增大 了对 内杯底 面

向上 的 压力 ， 当这个 向上 的 压力大于杯子本身 的重

力后 ， 内杯就会被顶跳起来
”

。 显然 造成这两种 不

同理解 的原 因是题 目表达 的指 向 性不够 明 确 ，存在

歧义 ，所以 不 同 的理解 引 起答题的 侧重 点就有差

异 ，给 出 的解答也就存在很大不 同 。

（ ２ ）修改后设问 。 请对引 起 内杯跳起来这 个现

象的 原 因做出解释 。

第三 ， 依据
“

参考答案—严谨性
”

指标修改 。

（ １ ）原题分析 。 （ ２ ）题参考答案 中
“

仍然 能使空

隙间 的气体压 强增 大 ，从而将 内杯顶 起来
”

描述不

够严谨准确 ， 没能明 确指 出导致 内 杯 向上跳起来 的

具体场所和原 因 。

（ ２ ）修改后参考答案 。 （ ２ ）将叠在
一起的且未

剪去底部 的外纸杯 固定在水平桌面上 （如 图 ４ ） ， 沿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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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口水平 吹气 ，气流进人两杯间 的 空隙到达 被水平

桌面 、 内杯底部和外 杯三 者共 同 围 成 的空 间 ， 随着

进人 的气体增 多 ， 其 空 间 内 部的气 压 就越 大 ， 当 内

杯底部 受到气体对 它施 加 的 向上 压 力 大 于 内杯 自

身重 力 后 ， 内 杯 即 被 向 上 顶起 ， 甚 至 跳起 来 、 跳

出 来 。

（五 ）定稿试题

１
． 修 改 后 的 定 稿 试 题

科学课上 ， 老师 做 了
一个有 趣 的实 验 ： 将两个

纸杯轻轻叠 在
一 起 ， 然后 在杯 口 水 平 吹气 ， 这 时 内

杯会
“

跳
”

出 来 （如 图 ２ 所示 ） 。 内 杯 为什么会
“

跳
”

出 来呢 ？

小明认为是吹气时有气流进人两杯 间 的 空隙 ，

增大 了空隙 间 的 气 体压 强 ， 于是 内杯 被顶 出 了来 ；

小芳则认为吹 气时 ， 内杯 口 的 空 气流 速增 大 ， 气压

减小 ， 而两杯底 间 的 空气 可认为 流速 为 〇 ， 气 压相

对杯 口 较大 ， 因 而 产生
一

个 压强 差 ， 把 内 杯 给顶 了

出来 。

（ １ ） 为 了 证 明 谁的观点 正确 ，他 们先将 两个 同

样 的纸杯轻轻地 叠 在
一

起 ， 并将外 纸杯 的 底 部剪

去 ， 然后做了 以下实验 ：

①他们拿起叠 在
一起的杯子 ， 然后对着杯 口 水

平 吹气 （如图 １ ） ，发 现 内杯 没有 跳起来 。 这 个现象

可 以证 明


的观点 是正确的 。

②他们将 叠在
一

起 的纸杯固 定在水平桌面上 ，

然后对着杯 口 水平吹气 （ 如 图 ２ ） ， 发现 内 杯跳 了 起

来 。 请对 引起 内杯 跳起 来这 个现象 的 原 因 做 出 解

释


。

（ ２ ）请再设计
一个可 以证 明两 位 同学观点谁对

谁错 的实验方 案 。 要求 写 出操作 要点 和相 关实 验

现 象 ，并做 出相应 的判断 。

２
． 修 改 后 的 定 稿 答 案

（ １ ）① １ ②将叠在
一起 的且外剪 去底 部 的 外

纸杯 固 定在水平桌面上 （如 图 ４ 所 示 ） ，沿杯 口 水平

吹气 ，气流进人两 杯 间 的 空 隙到达 被水 平桌 面 、 内

杯 底部和外杯三者共同 围 成的空 间 ？随着进 入的 气

体增 多 ，其空 间 内 部 的气 压就越 大 ， 当 内杯 底部 受

到气体对它施加的 向上压力 大于 内 杯 自 身重力后 ，

内 杯即 被向 上顶起 ，甚至跳起来 、跳 出来

（ ２ ）将两个同 样 的 纸 杯轻轻地 叠在
一起 ，并将

内纸杯 的杯 口 剪 去 ， 使其 略低于外 纸杯 的 杯 口
， 然

Ｅ
－

ｍａ ｉ ｌ

：

ｐ
ｈ
ｙｃｆｅ ２ １ ＠ １

６ ３ ．

ｃｏｍ

后对杯 口 水平 吹 气 （ 如 图 ６ ） 。 由 于此时气流 难 以

进入两杯 间 的 空 隙 ， 而杯 口 的空 气 流速大 ，两杯底

间 的空气流速可认为是 〇 ，如 果 内杯跳起说 明 观点

２ 成立 ，如果 内杯没有跳起 ， 说明 观点 １ 成立 。

三 、其他尝试

经过修改定稿 的试题表述简练 ， 情境描述与试

题设置吻合 ，各小题之间 逻 辑关 系 清楚 ， 突 出 考 查

学生 的证据思想 、 问题解释能力和方 案设计等科学

探究核心素养 ，体现 了能力立意 的命题导 向 。 针对

本试题 ，笔者心里
一 直 留有 一个遗憾 ， 那就 是题干

描述 中将
“

外杯去底
”

操作信息告知学生 ，让孩子们

失去 了一 次培养创新思 维的绝佳机会 。 因 而笔 者

进 行 了 其他 尝试 ， 在 编 制 试题时 ， 调 整 了 问题设

置 ，要 求学 生设计 两个实验方 案 来证 明 谁 的观点

正确 ， 并将题 目 进行试测 。 具体试题 和试测 结果

如下 ：

（ １ ）请帮助小 明设计
一

个证 明 自 己观点 的 实验

方案 。 要 求写出 操作要点和相关实验现象 。

（ ２ ）请再设计
一

个可 以证明 两位 同学 观点谁对

谁错 的实验方案 。 要求 写 出 操作 要 点 和相关实验

现象 ，并做 出相应的 判断 。

问题 （ １ ） 的思路是将
“

外杯 去底
”

再水平吹风 ，

问题 （ ２ ） 的思路是
“

内杯去 口

”

再水平吹风 。 这两种

思路 中第
一

种 有 约 ４ ５％ 左 右 的试测 学生 能 够设

计 ，但第二种方 案 只 有 不 到 １ ０％ 的试测 学 生 能够

想到 。 这两种方案可 以 看 作是 正 向 思维 和逆 向思

维的体现 ， 能极大地促进 学生创新思维 的发展 。 这

样 的试题才能真正 引 导教 师从知识教学 转 向 素养

教学 ，使学生核心 素养培养真正落地生根 。

四 、结语

原创试题的编制能 力是教 师命题能 力最核心 、

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教师专业素养 的 内 核 。 原创试

题编制能力 的提升 ，必然会促进教师课堂教学能力

的改善 ， 从而改 良 教育 的 教 学行 为 ， 提 高教育 教学

质量 。 因 此 ，教 师必须下苦功在原创试题 的编制 中

提高原创试题 、修 改试题 的 能力 ， 为学生 的 高效学

习与科学测评做出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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