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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统"
的研究与开发

口刘 燕 张杨[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 大学英语的课程规模和学生规模在所有大学课程中是首屈一指的，大学英语教师

的课时工作量十分繁重。教师时学生的学习过程监控又是一十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如何

加强学生课外学习并实现对其学习过程的有效监控，成为大学英语教师和教学管理值得认真研究

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通过研究开发《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统>软件，分析探讨解决激励

学生课外学习和对学习过程监控的具体途径。笔者从语言测试理论，尤其是完型填空的洲试理论，

以厦测试设计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统”软件的设计思路、主要功

能、优点和缺点以厦改进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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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的课程规模和学生规模在所有大学课

程中是首届一指的，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十分

繁重。另外，由于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大学英语教

师还面临大大超过外语教学的常规分班规模的困扰。

在课堂教学负担已经严重超荷的情况下，教师难以充

分保证对教学环节中十分重要的学生课外自学，包括

课外作业的批阅，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为了探索能

够减轻教师负担，同时能够加强学生课外学习和练

习，并对此实施有效监控管理的方法。笔者进行了长

期的思考和钻研，提出了研究开发一套大学英语自主

测试系统软件的设想，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下面，

笔者将就软件研究开发的设计思路、软件的主要功

能、其优点与不足以及今后的改进方向等问题进行

讨论。

一、。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统”的

设计思路

首先需要确定测试系统软件应当采用何种测试

形式。考虑到软件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教师的工作负

担，有利于学生自主测试和练习，同时便于计算机自

孔

动记录、统计和管理学生平时成绩，就很自然地想到

了采用完型填空的形式。完型填空的优点之一是能

够对测试结果进行客观的评分⋯，这十分有利于计算

机管理。

完型填空是20世纪50年代由wilⅫl L+伽l∞
最早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提出的。TBylor认为，往

文章的空白内填写适当的单词，使不完整的文章完整

起来。这一过程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从“开放”到

“封闭”的人们普遍具有的追求完成的过程。现在，完

型填空已经成为一种外语测试的常用题型。John

oller曾经总结出完型填空的五种主要用途，其中包

括评估阅读理解能力、研究上下文的制约关系和评估

教学效果等“1。B”h一也曾提出，完型填空具备检
测学生多方面知识技能的潜在功能，如语法技能、词

汇和句法等知识。以及连贯和修辞等篇章技能知识

等。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型填空至少产生了下列五种

主要类型：1)等距设空法(6xed—Iate deleti∞)，2)选择

设空法(∞lective dd出m或称mti∞al cl∞e)．3)多项选

择填空法(mIIltiple—choice clo∞)，4)删错填空法(c10ze

ehde)和5)隔词截未填空法(c—te8t)。等距设空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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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N个单词设一个空，一般是删去每第5或第7个单空白。

词。当然也可以根据情况加大N的值，但一般在5一 题型确定以后，还需要解决评分标准问题。软件

15之间，难度随N的值的增大而减小。选择设空法采用的四种题型都存在着许多题目可能有一个以上

是测试者根据需要测试的语言点(如语法、词汇等)设可接受答案的问题。在书面测试中，可以采用“可接

空，但必须适当考虑空白之问的距离。距离过近会导受选择法”(∞ceptabIe woldⅡEthod)或“唯一选择法”

致试题过难，距离过远试题可能过易。多项选择填空(mdywoId—thod)，后者也叫做“确切词评分法”(nact

法不过就是在一般完型填空的基础上给每个空白配word method)。第一种方法是，只要填写的单词在文

备若干选项供考生选择。删错填空法是将文章中的章的上下文中讲得通。都给满分。而第二种方法只承

一些单词替换成错误的单词，要求考生识别错误，并认与原文完全相同的填词。可接受选择法比较合理，

改写成正确的单词。鼯词截未填空法是每隔一个单但只能由人工评分，而且即使是人工评分，也会出现

词删掉单词的后半部分，要求学生将单词填写完误判。唯一选择法尽管比较死板，有时甚至不台情

整”1。除了上述五种主要完型填空类型以外，还存在理，但干脆利落，适合计算机自动评分。两种方法各

一些基于这几种类型的变异形式，如为了减少每道题有利弊，但“唯一选择法”更符合自主测试系统的需

出现多个可接受答案的数量，简化评分标准，还可以要，故而采纳。

给出每个空白单词的第一个或前两个字母等。 另外，软件系统还必须考虑学生信息记录、题型

国家大学英语测试中采用的是多项选择填空法选择、答案输入、参考答案显示、测试结果显示、成绩

完型填空。因此，我们很自然将这种题型方式作为首统计等配套功能。

选。然而，作为期末考试或课程考试的一部分，多项 笔者在研究开发“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

选择填空法完型填空这种题型也许是便利有效的好统”软件时，选用了微软数据库开发系统VimJal F0xPm

方法。但是，用于学生平时自测练习，这种题型本身7．o。这是一套面向对象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具

存在较多的弊端。首先，多项选择题存在着一个概率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提供了侠捷灵活的应用程序

同题，学生在不会做题的情况下，也有25％的机率猜开发工具。其编程语言中，包含了一些十分有用的字

对答案。平时就让学生大量进行这样的练习。可能使符串(词句)解析函数。笔者尤其看重其新增的两个

其养成投机取巧的不良习惯。对学生真正掌握语言技 函数(GⅢwORDNuM)和(㈣ORDcOuNT)。例如，
能十分不利。其次，学生本来可能不会做题，但一旦使用下面几行代码，我们就很容易地在文章中按照每

给出选项，便可能会受到提示，题目的难度从而也就lO个单词设计一个空白：

降低了H1。另外，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 FOR j=10 T0 GElw0RDcOuNT(耐ginal)+10

素，多项选择题的题目设计非常考究，需要命霹者花研EP lO

费大量时间进行精心设计。笔者在设计软件的初期 FOR i=1 To 9

阶段就考虑到了命题问题，提出尽量采用计算机自动ⅡIIsFoRM．Editl．Value=THIsFoRM．

生成试题的思路。因此，最终决定采用等距设空法完Editl．Value+’’+㈣ORDNuM(odginal，j一10+i)
型填空作为自测软件的主要题型。 ENDFOR

等距设空法完型填空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空白处 啷ORM．Editl，Value=TⅢsFoRM．Ed讧1．
可能涉及到各种不同的语言现象(如各种不同的词Value+’[’+AL删M(sTR(j，10))+一——’
性、语法等)。但与此同时．它也存在自身的弊端。许 ENDFoR

多教师抱怨，这种测试往往可能出现想测试的内容测 以下便是“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统”的

试不到，而不想测试的却偏偏测试了。 界回。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不足，笔者在软件中还

设计了三种选择设空法题型：冠词填空、小品词填空 二、“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统”的

和连接词填空，即让计算机将文章中的冠词、小品词优点与缺点

(包括介词、与介词同型的副词以及动词不定式符号

“to”)和连接词(包括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关系 软件制作完成之后，安装在笔者所在学校的外语

形容词以及与这些关系词同型的特殊疑同词和少量 自主学习中心网络机房，经过近一个学期近1000名

与连词同型的副词)分别自动删除并编排成编号学生的试用，其间做了几次小的修改，证明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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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计意图。这套软件的优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可以自动地、无限地生成前文提到的四种 三、“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统”的

完型填空测试题。这是软件的最大优点。它大大减改进
轻了教师的命题负担。只要在文本数据库中添加适

当的英文文章，即可自动生成无限量的试题。这里需 且前笔者正着力改进“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

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教师必须对文章进行精心筛选，试系统”软件。针对上文指出的缺陷，笔者试图从以

以保证文章的可读性。放人数据库里的文章在难度、下几个方面对软件进行修改。
内容乃至篇幅长短等方面应该适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首先，针对软件在自动测试功能方面的缺陷，可

第二，由于采用主观填空的题型，能够在一定程以考虑将系统分为练习和测试两个模块。练习模块

度上避免学生因长期做大量的多项选择题而在英语基本保留目前的功能。用人工方法精选一定量的可

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消极被动的状态，增强其积极思考读性和难度系数适当的文章，然后有选择性地人工设

问题的能力。学生对每篇文章都要带着不同的任务定空白。空白的设定应该根据教学重点和难点而定，

进行多次阅读，逐句揣摩，对各种语言现象和篇章进以提高试题的信度和效度。将这些试题集中到一个

行仔细的分析，然后自己填写出答案，使其加深对文新建的试题敷据库中作为考试题库。最后通过编程，

章的印象，逐渐形成语感，对英语学习起到潜移默化形成测试模块。
的作用。 其次。在练习模块和测试模块上增设难度等级，

第三，采用唯一选择法作为评分标准，可以利用以便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选择适当难度的练习

计算机在局域网上进行自动成绩记录和统计，使主观或试题。难度等级可以通过设定等距填空的N值的

考试也能实现客观化阅卷，大大方便了教师在教学过大小来确定。可以将N值分别设置为5、7、9和“四

程中对学生学习状况的了解和监控。但是，我们切不个级别。N值越小，难度越高。

可以把它当作唯一的监控手段，必须辅之以一些其他 另外，练习和测试的题型可以适当增加，如，增加
的常规方法。 多项选择完型填空和给出空白处单词的首写字母等。

凡事有利就有弊。我们可以尽量扬长避短，但很 从编程技术的角度来讲，上述改进是不难实

难完全消除弊端。“大学英语主观填空自主测试系现的。

统”也必然会有自身的缺陷，尤其存在着完形填空这 最后，应该指出，任何教学软件都不可能十全十
种题型本身所故有的弊端。 美，都必须在实践卒不断加以完善。

第一，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等距设空法完型填

空的测试内容是随机的，因此会出现应该设题的地方 四、结论
没有设题，而不需要设题的地方却偏偏设了题。这对

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不利。另外三种选择设空法题 在大学英语教师资源严重不足和教师的教学任

型(冠词填空、小品词填空和连接词填空)形式也比较务严重超荷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挥计算机辅
单一。 助教学的作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不仅能在课堂教学

第二，唯一选择评分法不接受原文以外的正确答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学生课外自学自测方面同样

案，妨碍了学生积极思维，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也大有用武之地。只要大学英语教师刻苦钻研外语
们的创新精神。 教学理论，学习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能，就能够提出

第三，题目的难易度也存在很大的随机性。例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设计的好思路。甚至独立研究开

如，人名、地名、日期和数字有时是很难填写的。书面发高质量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从而减轻自己的工

测试可以人工避开这些单词，但计算机却很难傲到这作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一点。

第四，“大掌英语主观填空自亨测试量统”妻蔫乎 参考文献
是一个测试软件，不如更恰当地说是一个练习软件。

这正是上面提到的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所以，我 [1]BAcHMAN L F，n。。d蛐。。试c∞缸曲。b咄i。I。IlgI。。gc
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一种衡量学生学习成绩的手 Te。tiⅡg[M]．L棚don：o小ld uⅡi，啪i竹№船。1990．
段，而只能用其来检查学生平时学习的努力程度。 【2]高兰生．胨辉岳．英语谢试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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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ZE．htm

[4]刘润清．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M】．北京：外语教育与

研究出版社，19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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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范华丽)

·学术广角

新农村建设的制度需求与供给

陆益龙在《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党中央提出的旨在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

新农村建设，需要有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作保障。在当代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中，有着政策调整优先，而制

度创新滞后的特点。通过对车同地区农村发展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对这样几种制度改革

的需求非常强烈：一是造成城乡身磅不平等、增加农民发展成本和阻碍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的户籍制度；二

是制约农民收入、福利和保障水平提高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三是导致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较低的城乡

分割的公共财政制度；四是不合理的农业价格政策。

改革上述制度，推进制度创新，并非易事，而是一个长期的、逐步推进的过程。在制度供给过程中，还需

要注意制度供给的策略，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早作用是必要的，但

地方和基层的制度刨新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既要强调制度创新的差异性．又要注重制度目标的一致·陛；

既要充分发挥规科酌作用，又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刺。

·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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