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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考试结果分析报告

一、专业学习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医、理、工高度交叉的新兴工科专业，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

野、健全人格、创新精神、良好人文素养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扎实的数理基础

和中医药学、临床医学的专业知识，熟悉医疗健康行业信息化和智慧医院体系，

掌握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工程技术，具有以现代医学为基础，融合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研究人工智能和医学工程融合的新方法、新

技术和新工具的能力，具备信创技术能力，具有智能医疗系统研究开发与管理、

医疗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的技术水平，能在卫生行业、医疗单位、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医药及医疗信息化企业等从事智能医疗系统研发、医学数据智能分析、

医疗智能产品设计的医工复合型高层次创新人才，并为研究生培养奠定良好的基

础。

二、课程学习的培养目标

《计算机程序设计》通过课堂讲授与上机实践，让学生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

开发环境，掌握计算机程序的基本结构与语法，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以及常

用库函数的使用。

使学生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能设计问题的求解算法，并编写和调试程

序，进而理解利用计算机进行问题求解的基本规律，为“信创智能医疗系统研发”

课程体系的学习奠定基础，为后续课程学习和专业主干培养目标的达成提供保障。

三、本门课程考试成绩的构成情况

1、《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总成绩为 100分，其中形成性考核成绩占总成

绩的 60%，终结性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40%。

2、形成性考核成绩由平时作业、小组讨论、实验实训考核、阶段性测试 4
个部分组成，其中平时作业占总成绩的 25%，小组讨论占总成绩的 20%，实验

实训考核占总成绩 25%，阶段性测试占总成绩的 30%。

3、终结性考核以闭卷形式的卷面考试方式进行，主要考核学生对该课程基

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计算机程序基本结构与语法、使用计算机程序解决问

题的基本方法。本次考试试卷采用命题组命题，试题涵盖教学目标所要求的全部

内容，知识点分布较广，均衡分布于每一个章节。考核内容具有层级性，基本满



足本课程的教学要求。终结性考核的试题中，客观性题目占 60分，主观性题目

占 40分。从试卷难度分析看，属于中等偏上难度。

四、本次课程考核的整体情况

1、本教学班共计 62人，参加考试 60人，缺考 1人（重修），缓考 1人。

2、本次考试整个过程中无漏题、透题现象，考前无划重点现象，考试成绩

客观反映了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情。

3、从成绩分析结果来看，形成性考核的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整体表现

较好，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集中在良好（80-89分）区间，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

标准差表明成绩的波动较小，整体水平较为均衡。

最高成绩 最低成绩 平均成绩 中位数 及格率 标准差

91.3 0 80.92 82.65 98.39% 11.2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2 42 17 0 1

4、形成性考核中小组讨论的成绩波动较大，标准差较高，表明学生在这一

环节的表现差异较大。平时作业和实验实训考核的平均分接近，但成绩波动相对

较小。阶段性测试的平均分略高，但仍有部分学生成绩较低。总体来看，小组讨

论是形成性成绩中的薄弱环节，需进一步关注和改进。也反映了学生自主学习、

自我管理的能力差别较大。

形成性考核环节 最高成绩 最低成绩 平均成绩 中位数 标准差

平时作业 85 0 76.90 78 10.14

小组讨论 100 0 89.40 93 16.63

实验实训考核 88 0 76.82 78 10.28

阶段性测试 96 0 81.94 84 12.49

5、从成绩分析结果看，终结性考核的成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总成绩分布

较为广泛，部分学生表现出色，但也有少数学生成绩较低，需进一步关注。终结

性考核成绩较低（65分及以下）的同学，在形成性考核中表现也不够好。

最高成绩 最低成绩 平均成绩 中位数 及格率 标准差

92 0 69.48 74.0 85.48% 16.51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3 9 29 12 9

6、终结性考核包括单选、多选、判断、填空、简答以及编程，从成绩分析

结果看，单选题、判断题和简答题的得分率较高，表明学生在这些环节表现较好。

而多选题和填空题的得分率较低，是成绩的薄弱环节，需进一步加强相关知识点

的掌握。总体来看，学生在单选题和判断题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填空和编程题上



需要更多关注和练习。

单选 多选 判断 填空 简答 编程

77.02% 63.55% 83.39% 42.34% 78.15% 76.45%

7、从成绩分析结果看，总成绩考核的成绩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学生的

综合成绩表现良好，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集中在良好（80-89 分）和中等（70-79 分）

区间，表现出较强的学习能力，反映了较好的学风。总体来看，学生成绩分布较

为集中，大部分学生表现良好，但存在少数学生成绩较低，需进一步关注。

最高成绩 最低成绩 平均成绩 中位数 及格率 标准差

89 0 74.55 79 85.48% 14.45

90-100 80-89 70-79 60-69 <60

0 27 26 0 9

8、从数据分析结果看，平时成绩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高于期末成绩，但平

时成绩的标准差较小，表明平时成绩更为集中。期末成绩的波动较大，标准差较

高，说明学生在期末考试中的表现差异较大。

考核环节 最高成绩 最低成绩 平均成绩 中位数 标准差

平时成绩 91.3 0 80.92 82.65 11.20

期末成绩 92 0 69.48 74.0 16.51

五、反映出的问题

本课程是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从本次课程考核的整体情况看，

学生较为薄弱的环节在形成性考核的小组讨论和终结性考核的多选题、填空题。

本课程的小组讨论需学生根据自己理解在指定的 10个讨论话题中自由发言，

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课内知识，还要拓展视野，思考总结，加深对知识的掌握，

形成自己的理解。

终结性考核中的多选题、填空题重点考核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本次考

核反映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牢固，仅仅停留在听过、见过，没有系统、深

刻、严谨的掌握和理解。

六、给同学们的学习建议

一是基础概念、专业术语要记牢。本课程作为一门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涉

及到的理论知识点非常多，例如数据类型、面向对象、常量与变量、事件监听等

等，其内容多为程序开发的基本概念，要真正的弄清、搞懂、理解到位。

二是项目案例、实验任务要反复做。计算机程序设计是一门编程课，其核心

目的在于教会学生写程序，因此，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做一遍都会有更深的体会，

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所有的项目案例、实验任务都应该多次地做，按照不同的



实现思路做，不仅更加熟悉，更要举一反三。

三是互联网资源要充分用好。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在互联网上有着大量的学

习资源，从基础理论到关键难点再到操作实践都有充分的学习文档、视频、案例。

学生要多学、多看、多模仿、多实验、多理解，这样才能充分理解计算机程序设

计，才能学会写软件。

七、教师在今后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本课程是信创智能医疗系统研发课程体系的第一门课，通过课程的讲授需要

让学生具备学习基础、学会编程语言、可以写软件，为后续信创智能医疗软件研

发的其他课程打下基础。

本课程基于智能医疗行业学院，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开展教学，由企业工程

师担任课程讲授教师和实验辅导教师，教学效果明显，说明采用校企合作开展工

程实践类课程是正确的改革方向。但企业工程师在教学讨论、深入交流、学风培

养上还略显不足，应加强校企合作的集体备课。

此外，授课时需做好案例，引导学生了解程序执行接口，理解程序运行方式，

进而掌握编程规范与要求。同时需要进一步督促学生通过课余时间进行更进一步

地了解，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整个课程有全面而系统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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