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2019年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本科班学生《计算机网络原理》考试结果分析报告 

 

一、专业学习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的中医药学知识背景，具备良好的数理基础、信息管理

分析、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技术相关的理论基础，掌握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

设计、实施和管理等知识体系，具有全面的互联网应用开发和系统运维管理等技

术能力，具备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分析应用水平，能够扎实的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医

药及相关信息管理系统和互联网应用的研究、开发和管理维护的复合型、应用型

人才。 

二、课程学习的培养目标 

《计算机网络原理》是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通信类等专业本科生的核心

课程，也是计算机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之一。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是进一步研究网络应用技术的基础，更

是《网络应用技术》、《网络运维管理》、《Linux 操作系统》、《云计算与虚拟化技

术》的前导课程，是信管专业《网络与信息系统运维管理》人才培养方向的重要

基石课程。 

《计算机网络原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课程，课程概念术语多、

原理抽象、实践性强、课程内容极其丰富。本课程围绕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组成和

体系结构，系统地讲述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体系结构的基本功能、TCP/IP 分层、

网络性能指标、以太网和高速以太网、网络路由、传输层协议、网络应用等，通

过课堂讲授与课程实验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系统的理解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

和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网络协议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为以后从事网络规划

与管理、系统集成、网络编程、系统运维、云计算等不同应用领域的学习研究打

下深厚的理论基础。 

《计算机网络原理》课程的授课目标是四个方面：①掌握计算机网络理论基

础知识，即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体系结构、工作原理、典型协议和算法，

了解网络新技术和互联网应用。②掌握典型网络互联设备的组成、结构特点和工

作原理。能够利用交换路由仿真工具构建网络拓扑，进行网络规划设计、配置管

理及部署应用。③理解网络参考模型各层报文的封装格式，掌握重点字段的含义，

并能使用网络协议分析工具分析报文、理解协议和故障分析。④具备利用网络知

识和技术解决网络工程问题的能力，即能够运用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基本方

法和工具进行网络规划、配置管理和应用设计，为进一步学习和开展计算机网络

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打下基础。 



 

三、本次课程考试的整体情况（难度、信度、效度、区分度） 

1、《计算机网络原理》（考试课）课程总成绩为 100 分，其中形成性考核成

绩占总成绩的 40%，终结性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60%。形成性考核成绩由考勤、

实验报告、实践操作、平时作业四个部分成绩组成，其中考勤占总成绩的 10%，

实验报告占总成绩的 10%、实践操作占总成绩的 10%、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 10%。 

2、终结性考核以卷面方式进行，主要考核学生对该课程基础理论的理解程

度，基础内容的熟悉程度。本次考试试卷采用命题组命题，试题基本涵盖教学目

标所要求的全部内容，知识点分布较广，考核内容具有层级性，基本满足本课程

的教学要求。 

3、终结性考核的试题中，客观性题目占 30 分，主观性题目占 70 分。从试

卷难度分析看，属于中等偏上难度。 

4、本次考试在整个考试过程中无漏题、透题现象，考前无划重点现象，学

生答卷过程中无作弊现象，考试成绩真实反映了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 

5、终结性考核的试卷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最高成绩 91.5 分，最低成绩

40.5 分，90-99 分 2 人，80-89 分 2 人、70-79 分 5 人、60-69 分 11 人、50-59 分

7 人、40-49 分 5 人。 

6、本次考试的课程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最高成绩 90 分，最低成绩 24

分，90-99 分 1 人，80-89 分 4 人、70-79 分 16 人、60-69 分 8 人，50-59 分 4 人。 

四、本次课程考试的各层次成绩分析 

（1）课程成绩整体分析 

课程考核成绩与终结性考核成绩的分布，如下所示。 

 

 



 

课程考核成绩有五个部分组成，其中考勤全班为满分，实验报告、实践操作

得分较高，平时作业采用线上考试系统进行现场定时测试和自动评分，平时成绩

与终结性考核的原始百分制分数对比分析如下。 

 

（2）终结性考试试卷分析得分分析 

表：单选题分题得分率与人均得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人均得分 

0.85 0.18 0.97 0.97 0.52 0.70 0.97 0.88 0.58 0.91 0.70 0.76 0.91 0.48 0.18 10.55 

表：填空题分题得分值与人均得分 

16 17 18 19 人均得分 

0.58 0.73 0.71 1.53 3.55 

表：判断题分题得分值与人均得分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人均得分 

0.64 0.91 0.42 0.64 0.73 0.67 0.52 0.58 0.55 0.76 6.39 

表：名词解释分题得分值与人均得分 

30 31 32 33 34 人均得分 

3.55  2.42  1.52  2.58  1.64  10.76 

表：简答题分题得分值与人均得分 

35 36 37 38 39 人均得分 

5.36  4.15  4.39  4.52  2.39  20.82 

表：计算题分题得分值与人均得分 

40 41 人均得分 

6.21  4.18  10.39 



 

（3）分题型分学生得分分析 

 

 

 

 



 

（4）常见学生角色分类课程成绩分析 

表：常见学生角色分类课程成绩平均分与及格率 

角色 人数 平均分 及格率 最高分 最低分 

学生党员 4 75.750 100.00% 89 67 

学生干部 12 73.250 91.67% 90 57 

普通学生 21 71.048 85.71% 88 56 

男生 10 75.300 90.00% 90 56 

女生 23 70.348 87.50% 88 56 

注：对于终结性成绩不足 60 分者，计算课程考核成绩时，平时成绩按照 0 分处理。 

五、本次试卷的特点（知识点覆盖范围、重点考核哪方面的能力、是否符合培养

目标等） 

本次考试重点考察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协议以及网络

应用的掌握程度，侧重原理与理论，重点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对学生的仔细、

踏实程度要求较高。 

终结性考核的题型设置为单项选择、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

计算题六类共 41 题，试题涉及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网络设计与分析，试题内

容覆盖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报文结构、IP 地址管理与设计等，涵

盖教材计算机网络概述、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运输层和应用层前 6 章

内容，满足本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此次考核方式为命题组命题，客观题均为教材内容，名词解释选自计算机网

络的重点技术名词，简答题为教材章节的课后习题或课后习题衍生变形，计算题

为 IP 地址计算和数据报文分析计算，知识分布合理，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

知识掌握情况与学习效果。  

六、普遍掌握较为薄弱的知识点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许多的考核内容均来自教材，但从试卷考核

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同学对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三种题型的掌握存在较大

问题，失分较多。 

通过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的成绩分布和得分率，说明学生对本课程知识

基本了解，对计算机网络基本原理有一定的理解和掌握。 

通过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的成绩分布波动较大、得分率较低说明，学

生对于重要知识点和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不够熟练和深刻，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掌

握的较差。 

整理来看，学生对于数据帧、IP 数据报、传输层报文结构有了解，但对其字

段掌握的不够精确，对十六进制计算较为生疏。对 IP 地址管理和划分子网等计

算基本理解，但缺少大量练习，计算正确率不高。 



 

七、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本课程是一门侧重于基础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点非

常多，例如计算机网络概念、网络协议、数据报文结构、网络控制理论等，相互

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在学习中要扎实地通读教材，总结梳理知识点，大

量练习课后习题，通过实验来不断验证理论，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并通过平时作

业检测个人的掌握程度，并能查漏补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整个课程有全面、

系统的理解。 

本次考核反映出学生对数据报文分析、IP 地址计算、常见技术名词等掌握不

熟练、不准确、不踏实，对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普遍存在“有印象、记不住、

写不成”，更谈不上系统、深刻、严谨的掌握和理解，无从谈及对知识的思考、

应用和举一反三。 

本次考核反映的问题，在平时作业、课堂提问、实验分析中已经反复显现，

任课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也反复强调、重复要求，但始终“引不起学生重视、达不

到行动上的改变”，这点从平时作业成绩比终结性考核成绩更低便可窥见。 

如果“不在读书上投时间、不在背诵上花精力、不在做题上用心思”，对于

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掌握和教学效果，就不会有大的提升。这点从

“70 分以上的学生都是班级公认的刻苦型学生、都是上课坐在最前排的学生”

即可充分印证。 

八、学习建议 

一是读教材。多读、深读、反复读，要读懂，要背会最基础的概念。 

二是做实验。实验可有效促进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通过实验教学改革，录制

了实验操作演示视频，提供了实验仿真平台，为学生随时随地开展实验学习提供

了充分的条件，学生应该提前预习实验指导书，反复进行实验练习，保质保量的

完成实验任务和实验分析。 

三是做习题。要下大功夫做教材上的课后习题、要认真踏实的做课程提供的

题库、要反复仔细的做平时作业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