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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大部分高校中，校公共基础课实行统考和手工阅卷。以

数学类基础课为例，我校每学期参加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和线性代数三门课程考试的学生大概分别有 5000 人、
3000 人和 2000 人。每场考试都要经历出卷、印卷、考试安排、
收发卷、手工阅卷、装订、成绩录入、试卷分析、查卷等。

目前的网络阅卷系统，通常采用试卷和答题卡分离模式，

设计专门的答题卡通过 OCR 扫描，实现客观题自动批阅和主

观题网上批阅[1，2，3]。这种分离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1)多了答题

卡和答卷纸增加了设计和内部管理复杂度；（2） 增加了印刷成

本和纸张损耗；(3)考生需要在试卷和答题卡之间多次来回对应

试题答卷位置，因而常出现题号和解答对应错误；(4) 试卷和答

题卡分离，导致查卷直观性下降，同时还增加了远程查卷的网

络传输成本；(5)增加考场收发卷的工作量；等。为此，课题组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采用一体化的试卷模板，并通过模板

文件进行统一控制。从现有纸质手工阅卷模式顺利地过渡到网

络阅卷模式，做到不改变当前试卷的总体版面设计，也不改变

学生作答的方式，保持试卷和答题不分离，从而实现阅卷改革

的平稳过渡。一体化试卷模板的设计思路不同于当前主流的网

络阅卷模式，但该模式充分体现了一致性和完整性控制的需

求，在应用上值得深入探讨。
二、设计目标

为了避免分离式阅卷系统的不足，课题组对现有的考试过

程及试卷版面重新梳理和整合，提出一体化试卷模板设计的总

体要求和目标：

(1) 对现有试卷版式仅作微调，对学生考试习惯的影响小；

(2) 支持远程整卷查卷，既直观又能显示批阅标记；

(3) 试卷的印刷、收发、考试安排流程不变，不增加额外负

担且浪费小；

(4) 试卷存储要完整、高效、安全；

(5) 试卷和阅卷信息要方便于教学评估与核查；

(6) 试题切分方便，能很好地满足网络阅卷需求。
以上目标是实现网络阅卷的基本要求，也能保证阅卷改革

的平稳过渡和高性价比，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三、实现过程

（1）试卷版面设计

从上图可以看出，新版试卷主要完成以下几个改变：

(1) 试 卷 版 面 有 原 来 的 8 开 (390mm×280mm) 变 为 A3

(420mm×297mm)幅面，整体上增加了排版和答题空间；

(2) 左侧信息区内的手写内容，大部分信息不变，但引入了

数码学号，避免再设计一个答题卡；

(3) 取消卷首和题首的得分区，增加了答题空间；

(4) 客观题作答模式与以往保持不变，主观题预留出最大

的作答空间，并用虚线框标识；

(5) 试卷通过大题进行试题编码，一般情况下有选择题，填

空题，主观题(每题为一个大题)；每个大题中可以有多个小题(如
客观题)或小问(如主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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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大型考试和网络阅卷系统中试卷和答卷通常是分开的。本文在分析分离模式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体化试卷模板的要求和设计思路。该模式简单易行，高效地服务于 B/S 型网络阅卷系统的构建，推进了阅卷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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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旧版试卷(上)和新版试卷(下)的版面首页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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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引入数码学号与其说一个设计变通，不如说是

一种应用创新。六点连线书写的数码学号，简单直观，识别可

靠，避免了手写体识别的困难、答题卡设计的繁琐。经过试验和

学生反馈，手写学号和填涂学号并列给出会减少很多可能的错

误，也能作为识别失败时的弥补。

（2）试卷模板设计

为了实现数码学号的识别和各个试题的切分，需要设计一

个通用的试卷模板。特别注意：(1)记录数码学号所在的矩形区

域，以便系统提取到学号位图并识别出学号，完成考生信息与

试卷的数据库关联；(2）记录各大题所在的矩形区域，以便系统

提取各大题位图，转化并保存成 JPG 文件，形成大题的切分图

片，提供给网络阅卷系统调用。对于试卷的其他控制，此处暂不

详细讨论。关键过程见图 3：

这里，载入试卷图片和切分试题并保存成 JPG 文件是个耗

时的过程。在网络阅卷系统设计中，有的系统采用动态切分试

题[4]，不需要事先做试题切分工作，而是在阅卷时动态从试卷图

片中提取试题图片传输到客户端。本系统采用的是静态切分试

题，即在阅卷之前就已经把每份试卷的所有试题都切分并保存

成 JPG 图片，实施的是以牺牲存储空间换取较快的客户响应时

间的策略。
在设计中，一份试卷对应一个试卷模板控制结构和一个模

板文件，阅卷后台管理子系统就是通过模板文件实现对试卷的

统一控制。图 4 给出试卷模板完整的界面设置。

(3) 便于评卷库独立控制

通过图 4 所示的试卷模板文件，管理子系统可方便地生成

某场考试的评卷库，实现评卷库与试卷模板的一一对应关系。
在生成评卷库的同时，还创建了几个特殊目录：source 目录存放

扫描的试卷图片；extract 目录存放试题切分图片；infos 目录存

放各题标准答案等。有了上述信息，各门考试课程保持相对独

立性，支撑了网络阅卷系统对课程的同时在线批阅的需求。
(4) 应用于试卷标记与查卷

评卷教师在批阅试题时，会在试题上作一些批阅标记，如

划线、打问号、画圈、打勾和打叉等，系统允许在试题图片上直

接作画，但是并不保存做过标记的试题图片，而只保存标记类

型和所在坐标。因为每一道题至少要经过两位评卷教师的批阅

和标记，若保存标记过的试题图片必然会增加存储空间和网络

响应时间，也不利于查卷等需求。在试题双评过程中出现仲裁

时，题长可以通过记录的标记信息重新审查评卷教师的批阅过

程，便于找出评分偏差的地方，最终给出最合理的分值。在整卷

查询时，只要利用模板文件中各大题的矩形区域坐标，就能将

标记坐标转化成试卷坐标，把标记显示在试卷正确的位置。根

据实际的需要，查卷时还要把各大题得分输出在各大题醒目的

位置，这个也需要用到模板文件。
四、结语

一体化试卷模板及其控制结构是整个网络阅卷系统后台

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已应用在本校数学类公共课的网络阅卷系

统中。该系统作为校级重点教改课题和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的一项主要成果，有力地推进了校级大型考试

阅卷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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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信息区内的学生信息

图 3 数码学号识别和试题切分流程

图 4 试卷模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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