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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在考试试卷中的
初步应用

——以山西农业大学普通动物学课程为例

李彦明 1 梁 琨 2 胡永婷 1 李颖靓 1 李宇星 3 杨惠珍 1

1.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山西太谷 030801；2.山西农业大学附属学校，山西太谷 030801；
3.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山西太谷 030801

摘要 本研究以普通动物学课程期末考试试卷为例，通过问卷星调查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拔尖

创新人才 2019级学生对课程思政理念在专业课程考试试卷中的应用情况以及认可情况。结果显示，在普通动

物学课程期末考试试卷的动物分类地位和问答题 2种题型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其中 53.33%的学生关注到考题

中融入的课程思政内容，26.77%的学生在阅读题干和回答问题时一点影响也没有，有 86.66%的学生对试卷评分

在6分以上。由此可见，在专业课程考试试卷中可以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大部分学生比较认可这种试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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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

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

此精神的鼓舞下，全国许多高校陆续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通过深入发掘各类专业

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从而有效发挥课程

的育人功能。

从目前来看，专业课程中渗透课程思政理念主

要是在课堂上进行，而在其他方面的联系较少。本

研究尝试在《普通动物学》课程期末考试的试卷中

进行课程思政理念的有效融入，让学生在专业课程

考试中体验课程思政教育。

1 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普通动物学》课程主要以动物进化为主线，结

合动物分类系统，介绍动物界各主要门类动物的突

出特征（包括基本形态结构、分类等），并强调重要

种类在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上的应用现状与前景

等[1]。作为生命科学领域中的一门基础课，《普通动

物学》课程是我国许多农业院校动物医学、动物科

学、动物检疫、水产养殖、植物检疫、生态学和生物

信息等许多专业的重要课程。

1.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的对象是山西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专业拔尖创新人才（简称动创专业）2019级学生，动

创专业按照“以人为本、个性培养、强化基础、择优

分流、突出创新”的教育原则，培养具有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业意识的拔尖创新型人才[2]。动创专

业属于本硕连读的动物医学专业，4年间隔招生 1
次，即学生高考招生的时候按照一本分数线录取，

入校后的前 3年为本科阶段，第 4年开始学习研究

生的课程，期间和硕士生导师“双向”选择对应的导

师，并进行相关的实验研究。动创 1901班有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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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生 10人（33.33%），女生 20人（66.67%），小班

授课。

1.3 试卷设置

《普通动物学》课程期末考试的题型包括名词

解释、填空题、选择题（包含单选题和多选题）、判断

题、动物分类地位、问答题（包括简答题和论述题）6
种题型。为了尽量减少题干中涉及的课程思政内

容对学生的干扰，笔者和其他教师一起认真研讨，

仔细分析题目信息，最后确定主要是在动物分类地

位和问答题2种题型中体现课程思政的内容。

1）“动物分类地位”题型的考试方法：以前的考

试是直接给出某种动物的名称，让学生按照“门、

纲、目”的顺序写出它的分类地位，改革后引用合适

的诗词散文引出动物的名称，让学生在体验诗词散

文之美的时候回答问题，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美

感，增强爱国主义情怀。例如我们引用先秦韩非的

《韩非子•喻老》中的一句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学生读题的时候不但可以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而且还可以从中明白如果不注意小的细节，最终有

可能酿成大祸，然后在题干的后面写出“（蚂）蚁”的

分类地位为“节肢动物门，昆虫纲，膜翅目”。

2）“问答题”题型的考试方法：以前的考试题干

也是直接给出问题，然后学生回答。改革后针对问

答题的题干仔细考虑，从网上搜索有关的信息，尽

量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让学生在阅读题干的时候

无形中关注题干后面蕴藏的主题教育。例如在考

试“由于水陆环境的差异，水生动物过渡到陆生动

物的时候会面临一系列主要矛盾，那么这些矛盾是

什么，并说明脊椎动物从两栖纲开始到哺乳纲各纲

是如何逐步解决的？”这道题目的时候，从网上搜索

信息知道，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朱

敏、赵文金博士等人在我国发现了兼有鱼类和两栖

类特性的鱼石螈，这也是鱼石螈类化石在亚洲的首

次发现，据此信息，将有关思政信息融入到题干中，

最后题干信息变为[3]：“陆地脊椎动物（四足动物）系

从鱼类演化而来，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然

而，鱼类是如何一步步登上陆地，如何获得适应陆

地生活的身体构造却仍是科学家们孜孜探索的课

题。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有关项目组于 2002年在宁夏上泥

盆统中发现了距今大约 3.55亿年的中国螈，是鱼石

螈类化石在亚洲的首次发现，它兼有鱼类和两栖类

的特性。从水到陆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拓展了动物

的陆地领域。请同学们结合水陆环境的差异，总结

动物从水生过渡到陆生所面临的一系列主要矛盾，

并说明脊椎动物从两栖纲开始到哺乳纲各纲是如

何逐步解决的？”，通过这种形式的改变，学生在阅

读题干的时候就会对我国科学家的科研工作表示

由衷的感谢，无形中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同时也树

立了要为我国科研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1.4 设置调查问卷

在其他有关研究人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置

了调查问卷，在考试结束后通过问卷星分析山西农

业大学动创专业 1901班学生（30人）在《普通动物

学》课程期末考试的题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反馈

效果。

2 反馈效果及分析

2.1 对试卷的关注情况

表 1显示，53.33%（16人）的学生在考试过程中

阅读题干的时候关注到在考题中融入了课程思政的

内容，40%（12人）的学生没有注意，还有6.67%（2人）

的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在 16人当中，有 9人

（56.25%）认为这种出题形式“非常好”，6人（37.5%）
认为“好”，1人（6.25%）认为“不好”。40%的学生没

有注意到题干中的课程思政内容，可能是学生第一

次碰到这种题型，也可能与学生忙于回答试卷而没

有时间仔细思考其中的课程思政内容，另外可能与

教师在考试之前没有向学生强调要进行考试改革

有关。但总体上来说，一半多的学生注意到题干中

的课程思政内容，并且也比较认可这种出题形式。

2.2 阅读题干和回答问题的时候受到的影响程度

表 2显示，8人（26.77%）感觉在阅读题干和回

答问题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影响”，21人（70.00%）感

觉“有一点影响”，1人（3.33%）感觉“影响非常大”。

因此，除了在考试之前向学生强调试题中会融入课

程思政内容之外，教师还需要仔细考虑和精确设计

如何在试题中“无痕”融入课程思政，同时又不会影

响学生阅读题干和回答问题。

表1 学生对试卷的关注情况

人数

比例/%

有

16
53.33

没有

12
40.00

无所谓

2
6.67

合计

3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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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卷中体现的课程思政内容

在 2019年秋季学期的《普通动物学》课程期末

考试的题型中主要融入的课程思政内容有：1）体现

了中华传统文化（古诗词）；2）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

理；3）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4）在试验中要

理论联系实际；5）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6）培养

严谨的科学态度；7）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8）其他。学生在读题过程中体会到的课程思政内

容调查见表 3（多选题），可见“3）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的选项达到23人，比例最高（76.6%7）；第

二位的是“1）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古诗词）”，选择

为 18人（60.00%）。从卷面来看，“1）体现了中华传

统文化（古诗词）”应该是最直观的选项，因为在 10
道“动物分类地位”题型中有 7道属于“1）体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古诗词）”，但调查显示只有 60.00%的

学生注意到这个选项，这可能与教师在考试之前没

有向学生强调考试题型和内容有关，也可能是调查

问卷是在考试结束后过了年（时间间隔近 1.5个月）

才进行有关。随着学生考试科目的增多和时间的

延长，有些学生已经忘记考试的题型和要求，这也

提示笔者以后应该尽早进行问卷调查。

2.4 对试卷的评分

针对 2019年秋季学期的《普通动物学》课程试

卷和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题目打分，0分最低，10分
最高，学生的打分情况见表 4。40.00%的学生（12
人）给了满分 10分，6分以上的为 86.66%（26人）。

由此可见，学生对于这种题型改革的认可度还是比

较高的，以后应该优化考题题干，在充分体现课程

思政的基础上使之更加简洁。

3 结 语

针对山西农业大学动创专业 1901班的学生，通

过在《普通动物学》课程期末考试的试卷中进行课

程思政理念的“无痕”融入，有效改变原有的考试题

干，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使学

生在阅读和答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思想政治

教育。通过问卷星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

改变还是比较认可的，并在阅读答题的过程中受到

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试卷的评分还是比较

高的。

通过调查也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有些学生在读

题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这就要求在试

题中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的同时，也要合理精简

和优化题干内容，尽量减少学生在有限的考试时间

内读题时造成的干扰和影响；另外考虑到考试时间

只有 2 h，在题干中融入的课程思政内容不应过多，

以免喧宾夺主，影响学生的读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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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阅读题干和回答问题的时候受到的影响程度

人数

比例/%

一点也没

有影响

8
26.67

有一点

影响

21
70.00

影响非

常大

1
3.33

无所谓

0
0

合计

30
100.00

表3 试卷中体现的课程思政内容

人数

比例/%

1）
18
60.00

2）
8

26.67

3）
23
76.67

4）
14
46.67

5）
12
40.00

6）
16
53.33

7）
6

20.00

8）
4

13.33

表4 对试卷的评分

分数

人数

比例/%

0
0
0.00

1
0
0.00

2
0
0.00

3
1
3.34

4
0
0.00

5
3

10.00

6
4

13.33

7
4

13.33

8
2
6.67

9
4

13.33

10
12
40.00

合计

3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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